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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简称《通则》）是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进程最引人注目的非立法性文
件，它在实践中的效用以及自身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研究，而且对我国立法、司法实
践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功能研究》研究视角独特，它以《通则》的法律功能为视角，站在大国际私
法的立场，结合《通则》序言详细剖析了其法律功能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而目前国内外尚没有这
方面的专著出版。
本书对《通则》最新司法实践及其适用机制做了全面的分析，紧密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突出了《通
则》司法实践之于中国的现实意义。
本书对《通则》的最新立法发展做了跟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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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德昌，1977年出生，男，江西都昌人，法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研究。
从2001年开始学习与研究国际法学，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国际私法学
者金彭年教授，并于当年分配至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从事国际法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2010年毕业
于厦门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徐崇利教授。
曾在《法学家》、《法学论坛》、《浙江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其中两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法学》全文转载，参编《国际私法学》以及其他
书稿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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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功能的本源问题研究第一节 《通则》的历史发源探微一、国
际商事合同之债的冲突法调整二、国际商事合同之债的统一实体法调整三、国际商事合同的第三种调
整：《通则》发源探微第二节 《通则》的规则内容概述一、《通则1994》和《通则2004》共同内容二
、《通则2004》的修订内容与新增主题第三节 《通则》的特色优势探究一、《通则》工作方式上的特
色优势二、《通则》立法立场上的特色优势三、《通则》立法内容上的特色优势四、《通则》功能追
求上的特色优势第四节 《通则》的法律性质探析一、《通则》的法律功能：事实状态的描述二、《通
则》的性质纷争：实践视域的思辨三、《通则》的性质定位：现代商人法的路径第二章 《国际商事合
同通则》准据法功能研究第一节 内国法院视域中的《通则》准据法功能研究一、《通则》准据法功能
的诉讼案例与当事人选择《通则》的实践类型二、《通则》在内国法院诉讼充当合同准据法的实证依
据解析三、内国法院适用《通则》的理论演进及其前景探究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视域中的《通则》准
据法功能研究11一、《通则》被援用为合同准据法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与相关立法发展二、《通则》
准据法功能的特殊法律机制探微第三节 《通则》准据法功能对中国的立法启示与法理启思一、我国法
院适用《通则》的司法实践及相关立法解读二、《通则》准据法功能及适用实践对我国的立法启示三
、《通则》准据法功能及适用实践带来的法理启思第四节 《通则》准据法功能的合理限度及制度诠释
一、适用范围对《通则》准据法功能的合理限度及学理解析二、强制性规则对《通则》准据法功能的
合理限制与学理阐释第三章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解释法功能研究第一节 《通则》解释法功能的概
念范畴及适用理论初探1一、《通则》解释法功能之相关范畴的厘清二、《通则》进入法律解释过程
之具体路径的理论分析第二节 《通则》解释国际法律文件之实践问题及诠释一、《通则》解释国际法
律文件的司法实践情形二、《通则》解释国际法律文件的理论分析21三、《通则》解释、补充《公约
》的制度依据及内含的解释原则四、《通则》解释、补充《公约》的实践类型及经验总结第三节 《通
则》解释国内法律文件之实践问题及诠释一、《通则》解释国内法律文件之司法实践情形二、《通则
》解释国内法律文件的制度问题探析三、《通则》解释国内法律文件的个案实践初探第四章 《国际商
事合同通则》示范法功能研究结语暨中国应对《通则》法律功能的理性回应一、对本书关于《通则》
法律功能研究之总结二、中国应对《通则》法律功能的理性回应附件：重要法条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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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反对商人法的学者认为，不存在独立于国内法体系的自治的现代商人法。
其主要观点有二：第一，商人法不是法律。
因为按照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观点，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
商人法没有作为法律存在的方法论基础，它一旦离开国内法体系就无法有效地运转。
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威机构来保证它的实施。
商人法并不能支配一个合同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只能以国内法为基础，想通过适用商人法来使合同摆脱国内法的支配从逻辑上
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商人法具有不完整性、模糊性和不一致性。
因此它不能构成一个自治的法律体系。
所谓的商人法其构成内容不过是从各国法律之中抽象出来的一些共同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然而，这些所谓的共同的原则和规则真的具有一般性吗？
大陆法、英美法、伊斯兰法差异巨大，恐怕很难具有真正的共同的法律原则。
即使能够抽象出一些法律原则，比如诚实信用、约定必须遵守，但这些法律原则太过于抽象和宽泛，
难以解决复杂的国际商事争端。
这些抽象的法律原则只能通过各国国内法的补充和解释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
支持商人法的学者则认为现代商人法作为第三类法律秩序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
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反驳其反对者：一方面，反对论者的观点的出发点是实证主义的法理学，这种
理论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意志，国际法则是众多主权者的共同意志，制定法才是法律的核心，习惯法
的作用则被最小化了。
商人法支持论者则认为，不论有没有一个正式制定法律的机构，法律都会产生。
商人法的强制力并不是来自国家权威的制定和公布，而是来自商业社会以及国家权威对于其作为一个
自治的规则体系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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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功能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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