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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发展势头，全球化的浪
潮已经席卷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各国（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也日益紧
密，国际经济、政治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员，一方面分享着全球化所带
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冲击。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和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与日
俱增，对全球化的进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如何认识全球化与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以及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一个最为
重要的课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经济学科片、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片和社会政法学科片（现在
的经济学部、国际研究学部和社会政法学部）的部分专家学者于2004年中成立了“全球化与中国”课
题组，计划用5年时间（2004年中至2009年中）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全球化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进行全
方位的考察，不仅研究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分析中国
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就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进程、如何因应全球
化挑战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就是在上述课题研究成果基础上编纂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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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人类活动的制度层面作为分析视角，经济全球化实质是经济活动规则在全球范围的一致化，或
者说是经济活动规则的同一适用在全球范围的普遍化，其以各个国家之间经济法律制度之协调为开端
，并以经济法律制度之渐次一致和同一适用为促进。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同样引起了法律的相应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
。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生动诠释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法制产生的广泛影响和深刻启示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深入细致地剖析与描绘了中国法治
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发展轨迹，内容涉及外商投资、对外贸易、财税金融、知识产权保护、资源
开发利用、外国人权利、涉外经济纠纷解决机制等多领域、多层次的法律问题，是当前研究经济全球
化对中国法治建设历史影响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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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依法保护合作企业和中外合作者的合法权益，]988年4月13日，中国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并于同日公布施行，从而为合作企业的设立和经营活动等提供了法
律依据。
1995年8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1995年9月4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实施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实施细则》，内容涉及合作企业的设立、组织形式与注册资本、投资与合作条件、组织机构、购买
物资和销售产品、分配收益与回收投资、期限和解散、关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的特别规定等
。
合作企业同样采取许可设立主义。
按照该法规定，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
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审查批准。
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45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的合作企业主要限于：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由国务
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审批的投资限额以内的；或者自筹资金，并且不需要国家平衡建设、
生产条件的；或者产品出口不需要领取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发放的出口配额、许可证；或者虽需要领取
，但在报送项目建议书前已征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的；以及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授权
的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的其他情形。
对合作企业审批的标准同样是统一的。
申请设立合作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予批准：损害国家主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国家安
全的；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产业政策的其他情形的。
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30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
取营业执照。
合作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的成立日期。
合作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作企业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受干涉。
从经营管理机制看，合作企业应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是合作企业的权力机构，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
的重大问题。
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董事会的董事长、联合管理机构的主任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副主任。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任命或者聘请总经理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总经理对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负责。
合作企业成立后改为委托中外合作者以外的他人经营管理的，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一致同
意，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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