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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年，深圳特区筹办大学，取名深圳大学，我应邀兼任该校法律系主任；《国际贸易法研究》
作者，便是当年从外语系转到法律系的一位教师。
一晃18年过去了。
18年，我看着沈木珠同志成长与成熟；而这过程，体现着中国一代女学者对知识、对真理锲而不舍的
追求与梅花傲雪的品格。
作为老系主任，沈木珠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她十分刻苦，凭借自学及短期进修，一年走上讲台
，拿下整门国际公法课程；两年参加我国首届律师统考，获得优异成绩；更有她做学问的扎实和感受
问题的敏锐。
18年来，经赴美、英考察访问、留学，她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中国涉外经济法律与国际经济法学的范
畴，而且始终以个人之力有计划地进行，先后发表了6部专著和100篇论文，300万字。
这种女性，我国并不很多。
但其可贵之处，并不在其出版文字的数量，而是在于其作品表现的治学精神。
1995年，中国法学界评选十名杰出青年法学家，沈木珠同志榜上有名。
这个事例说明，学者的道路，尽管艰难，但也光明。
还有一点，沈木珠同志并不因为获得了荣誉便举步不前，或做敲门砖，而是继续在教学和科研园地上
默默耕耘。
1998年她出版了被海商法学家、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司玉琢先生称为中国“第一部”的《海商法比较研
究》，近年又根据“人世”的需要，发表了一批论文，并还是一个人完成了眼前这部50多万字的专著
。
我个人主要研究刑法学，对于国际贸易法学，本来没有发言权。
为《国际贸易法研究》作序，一方面是由于沈木珠同志的邀请，18年视我为师别无所求；另方面，对
于这位具学术本色和个性的老“部属”，我也一直想说点什么。
因此，尽管我对国际贸易法没有研究，还是凭借几十年耳濡目染的了解，勉为其难。
国际贸易法是战后法学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支，特别是国际贸易法统一运用。
　　本书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会长暨中国分会主席．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暨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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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国际贸易法的专著。
全书洋洋洒洒极尽条理分明、言之有据而论之有物之能事，是一部很好的理论著作。
　　本书是《国际贸易法》2002年版的修订本，主要增加了已经修订并得到普遍采用的《国际商事合
同通则》、《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国际贸易惯例以及新修订和新制定
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
　　全书共分十三章，内容包括：国际贸易法的基本理论；国际贸易重要公约、惯例与制度；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及其案例评析；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评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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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原则(四)赔偿原则三、海运货物保险标的的损失与委付(一)关于保险标的损失的种类(二)关于保险
标的损失的赔偿(三)关于保险标的的委付四、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赔付与代位求偿五、中英海运货物
保险条款比较(一)我国海运货物保险条款”(二)中英海运货物保险条款的主要区别《国际贸易法研究
》(三)海运货物保险条款与船舶保险条款之比较六、海运货物保险适用的法律及其完善思考《国际贸
易法研究》(一)海运货物保险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国际贸易法研究》(二)海运货物保险若干问题的
法律适用《国际贸易法研究》(三)完善海运货物保险立法的几点意见第三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及其案
例评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的程序(一)询盘(二)发盘(三)还盘(四)
接受(五)签订外贸合同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履行要求(一)买卖双方的义务(二)货物买卖中所有权的
转移(三)货物买卖中风险的转移四、违约责任制度比较(一)预期违约制度(二)实际违约制度五、违约免
责实例分析六、货物买卖中几个争议性问题剖析第四章 国际海运提单及其他运输合同法一、提单若干
基本问题探析(一)调整提单运输关系的法律(二)提单的功能(三)提单的签发(四)提单的条款(五)提单仲
裁条款的效力(六)提单的证据效力第五章 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合同及其案例评析一、国际海运货物保险
合同的基本问题(一)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的定义与性质(二)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关系人及
中介人(三)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的标的及其保险方式(四)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的内容(五)海运货物保险合同
的订立、解除、转让与终止(六)海运货物保险合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义务二、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合
同的基本原则2国际贸易法研究(二)1974年规则的主要内容(三)1990年规则对1974年规则的修改(四)1994
年规则与1990年规则之比较(五)2004年规则对1994年规则的重要修改五、普遍优惠制度(一)普惠制的产
生与发展(二)普惠制方案的主要内容(三)普惠制与中国第六章 国际贸易支付的若干法律问题《国际贸
易法研究》一、国际贸易支付中使用的票据《国际贸易法研究》(一)票据的种类及其法律特征(二)有
关票据的立法《国际贸易法研究》二、汇票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国际贸易法研究》(一)汇票的定义
及其主要内容《国际贸易法研究》(二)汇票的票据行为《国际贸易法研究》(三)汇票当事人的权利与
责任《国际贸易法研究》(四)汇票与本票、支票之比较”三、托收及其统一规则之比较《国际贸易法
研究》(一)托收的定义和种类(二)托收当事方及其法律关系(三)托收统一规则相关问题之比较四、信用
证及其统一惯例的最新发展(一)跟单信用证的定义、内容及特点(二)信用证的当事人及其相互间的法
律关系二、提单承运人的两大责任(一)开航前和开航时恪尽职责使船舶适航”(二)妥善和谨慎地管理
货物”三、提单公约及其与中国海上货物运输法之比较(一)海牙规则的产生及其主要规定”(二)威斯
比规则及其对海牙规则的重要修改和补充(三)汉堡规则及其对海牙规则的重大修改和补充(四)提单公
约与中国海上货物运输法之比较《国际贸易法研究》四、航次租船合同主要问题探析(一)航次租船合
同与提单的关系(二)航次租船合同下提单的性质《国际贸易法研究》(三)并入条款的效力五、铁路运
单及其主要法律问题简析《国际贸易法研究》(一)运单及其副本的作用(二)运单承运人的责任、免责
及赔偿限额一(三)索赔与诉讼六、空运单及其主要法律问题浅析《国际贸易法研究》(一)空运单的性
质(二)承运人的责任、责任限额及免责一(三)索赔和诉讼七、多式联运单据及其主要法律问题简论(一)
多式联运单据的作用及证据效力(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限制(三)索赔和诉讼、仲裁第七章 国
际贸易中电子商务的若干法律问题第八章 国际贸易仲裁制度第九章 国际贸易管理的多边法律体制第
十章 国际反倾销规则与中国反倾销实践第十一章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与中国服务贸易立法第十二章 国
际知识产权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第十三章 世贸组织争端觖决机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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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我进出口公司如同意按其接受的内容履行也罢。
但我方当时接到外商的来电时，发现原发盘核算有误，每磅报低了0.14美元，10万磅共少收1.4万美元
。
因此，我方的目的是想使原发盘终止的，故将该来电作还盘处理，外商也无异议。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表示接受一项发盘时，不宜随意添加或更改发盘的条件。
即使是非实质性的添加或更改，也宁愿在明确表示接受后，才作为希望或请求提出，不要与接受混在
一起，以免被对方作为终止发盘的理由，从而丧失成交的机会。
　　（五）签订外贸合同　　在对外贸易业务的洽商过程中，有的是采用当面交谈或电话的形式；有
的是采用信件、电报、电传等形式。
如果采用信件、电报、电传进行洽商的，便可构成书面证明。
即使如此，将分散于多份信件、电报、电传的双方协议一致的信件，集中归纳到一份书面合同上，也
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某些采用口头方式达成协议的，如不用书面形式加以确定，假如一方违约，另
一方的权利便得不到法律保障。
根据国际贸易惯例和我国的实践，一项交易从发盘到接受而达成协议后，多有另行签订正式合同，把
双方商定的完整交易条件明确表示在书面合同上，作为双方履行合同的最好依据。
　　对外贸易合同的签订，其内容应当与双方商妥的事项完全一致，特别是交易的主要条件，如商品
的名称、规格、价格、数量、包装、交货期限、支付方式、保险、商检、仲裁及法律适用等，都必须
如实且准确无误地规定在合同中。
　　对外贸易合同的书面形式，国际上没有统一的规定，在我国出口业务中，外贸公司所采用的形式
有销售合同和销售确认书两种。
何时采用销售合同，何时采用销售确认书，要根据商品或成交金额大小来确定。
一般的做法是，在出口大宗商品或成交金额较大时，采用销售合同；一般商品出口或金额较小时，采
用销售确认书。
在法律上，两者的效力并无差异。
　　我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
时合同成立。
”第33条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
认书。
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采用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以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地；没有
主营业地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地（第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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