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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法是发展中的边缘性法学学科。
在世界范围，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已有近60年的发展史。
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际经济法已成为法学各学科中理论研究最活跃、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
一。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国际经济法更呈现其鲜明的时代性和蓬勃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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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特的以上观点对于第24条有借鉴意义，也有理论上的障碍。
一方面，他强调的“内在观点”，即共同体内部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感，淡化法律强制性色彩，这
符合国际法的现实。
在RTA问题上，由于WTO司法机制的软弱，各国遵守第24条主要还是出于理性上的认同。
但另一方面，问题在于，他强调的“承认规则”在碎片化的国际法体系中很少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第24条在实践中并未获得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
主权国家有权对外缔结条约，只要不违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无效如强迫、欺诈等一些具有公
认效力的规定，RTA就可以发生国际法效力；由于条约没有等级之分，RTA与WTO的冲突本质上属于
条约冲突与协调的问题，是否符合第24条并不能直接决定各种RTA的有效或无效。
　　而富勒则秉承自然法学基本立场，关注如何实现并保障法律的道德性。
但有别于传统的自然法观念，他奉行的是一种“自然法的程序观”，提出了“法的内在道德”的八项
原则，包括：法律的普遍性、法律的公布、非溯及既往、法律的明确性、避免法律中的矛盾、不应要
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法律的稳定性、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等。
①而公平、正义等法的实体目的，富勒视之为法的“外在道德”，法的内在道德则是立法本身所特有
的道德。
　　富勒的理论对于第24条也是既有解释力，也有理论障碍。
解释力在于：较之国内法体系，法律的道德性在国际法体系中有着更鲜明的体现。
他主张法律的道德应向着“愿望的道德”②不断努力，这似乎也与第24条的情况相符。
但障碍在于：他认为违反了内在道德的法律不仅仅是恶法，而且根本就不是法，而他所列举的八项内
在道德中，法律的明确性恰恰是许多国际法规范的硬伤，第24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此外，“不应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一条，在第24条中也存在问题，因为如前所述，第4款的立法
宗旨其实并非第5～8款的方式所能必然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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