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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蕴含的青春活力推动着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
当人类步人2l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巨大冲击，国际经济法必须不断创新。
我国国际经济法学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20余年来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和教科书，推动了这
一学科的空前繁荣。
本书不打算一味地重复以往的国际经济法教科书的内容，而是站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集本书作者
们多年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与科研的经验加以创新，并在以下方面体现本书的特色：第一，结构上的
创新，这是一部可以切实完成教学的国际经济法教材。
鉴于我国大多数国际经济法教材框架结构过于庞大，章节过多，实际教学中很难完成全部内容，所以
本教材在框架结构上进行了浓缩，分绪论、基本原则与法律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法的基本制度、WTO
与贸易法律规则、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商务法共八章，囊括了国际经济法的核
心法律制度，从内容和规模上确保了全部教学的完成成为可能。
第二，体系上的创新，全书贯彻国际经济法的公法为主包容私法的基本观点。
在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等基本问题上，我国国际经济法学基本上以源于美国的广义国际经济法说
为基础，但最近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以及日本都出现了在公法框架下适当导入最低限私法内容的国际
经济法体系发展趋势。
本书试图保持我国现有的国际经济法学框架，同时吸收欧洲和日本的一些研究动向，结合我国实际和
外国的国际经济法学发展动向，对国际经济法进行了公法为主包容私法的界定。
在全书主要章节详述了国际经济法公法问题后，设第八章国际商务法综述了国际经济法的私法部分，
避免了本书内容的重复，以及在我国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比较普遍的国际经济法课程与国际贸易法、
国际金融法等国际经济法后续课程内容上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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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蕴含的青春活力推动着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
当人类步人21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巨大冲击，国际经济法必须不断创新。
我国国际经济法学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20余年来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和教科书，推动了这
一学科的空前繁荣。
本书不打算一味地重复以往的国际经济法教科书的内容，而是站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集本书作者
们多年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与科研的经验加以创新，并在以下方面体现本书的特色：　　第一，结构
上的创新，这是一部可以切实完成教学的国际经济法教材。
鉴于我国大多数国际经济法教材框架结构过于庞大，章节过多，实际教学中很难完成全部内容，所以
本教材在框架结构上进行了浓缩，分绪论、基本原则与法律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法的基本制度、WT0
与贸易法律规则、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商务法共八章，囊括了国际经济法的核
心法律制度，从内容和规模上确保了全部教学的完成成为可能。
　　第二，体系上的创新，全书贯彻国际经济法的公法为主包容私法的基本观点。
在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等基本问题上，我国国际经济法学基本上以源于美国的广义国际经济法说
为基础，但最近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以及日本都出现了在公法框架下适当导入最低限私法内容的国际
经济法体系发展趋势。
本书试图保持我国现有的国际经济法学框架，同时吸收欧洲和日本的一些研究动向，结合我国实际和
外国的国际经济法学发展动向，对国际经济法进行了公法为主包容私法的界定。
在全书主要章节详述了国际经济法公法问题后，设第八章国际商务法综述了国际经济法的私法部分，
避免了本书内容的重复，以及在我国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比较普遍的国际经济法课程与国际贸易法、
国际金融法等国际经济法后续课程内容上的重复。
　　第三，观点上的创新，全书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当代发展演化的趋势。
关于国际经济法原则发展新动向及其分析，国际经济法与国际能源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劳工法等的
相互关系，国际海关法对国际经济法乃至WT0规则的影响、贸易救济制度的新发展、关于国际投资法
和国际金融法的新法律问题、国际电子商务法等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制度的新进展等，本书都有所涉及
，并且在若干制度和法学原理方面进行了原创性论述。
此外，在传统的国际经济法原理的阐述上也无不凝聚着本书作者们辛勤耕耘的研究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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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际经济法绪论第一节 国际经济法的界定第二节 国际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第三节 国际经济法的
主体第四节 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学派第五节 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国际经济法第二章 国际经济法的基
本原则与法律问题第一节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节 国际经济自由化原则与经济全球化第三节 经
济主权原则与国际经济法第四节 国际经济合作原则与经济区域化第五节 国际经济有序化原则与国际
经济法律秩序第三章 世界贸易组织法的基本制度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法的由来第二节 WTO基本原则
第三节 WTO组织机构与决策机制第四节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第四章 WTO与贸易法律规制问题第一
节 GATT与货物贸易规则第二节 WTO与国际海关法制度第三节 GATS与服务贸易规则第四节 TRIPS与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第五节 反倾销法与《反倾销协定》第六节 反补贴法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七节 保障措施法与《保障措施协定》第五章 国际投资法律规则第一节 国际投资法概述第二节 国际
投资与跨国公司第三节 外资法第四节 海外投资法第五节 国际投资条约第六节 WTO与国际投资第六章 
国际金融法律规则第一节 国际金融法概述第二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律制度第三节 世界银行法律
制度第四节 商业银行监管的国际法律制度第五节 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第七章 国际税收法律规则第
一节 国际税法概述第二节 税收管辖权第三节 国际双重征税第四节 国际逃税与避税第五节 国际税收协
定第八章 国际商务法第一节 国际商务法概述第二节 国际贸易交易法第三节 国际金融交易法第四节 国
际电子商务法第五节 国际商事仲裁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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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专家组的组成专家组通常由3个人组成，除非争端当事方在专家组设立之日起10天内同意设立5人专
家组，并应立即将该专家组的组成情况通知各成员。
①在实践中，还没有发生过5人专家组的情况。
专家组的成员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是工作过或处理过案例的人员，或作为某个WTO成员的代表，或
某个GATTl947缔约方的代表，任何有关协定或它以前原有的协定某个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代表，或在秘
书处任过职的人，或讲授或出版过国际贸易法或政策，或曾经任某个成员的高级贸易政策官员的人员
②；二是各成员定期提出建议，协助选定专家组成员，一经DSB批准，那些人员应列入一览表。
对于一览表上的每个成员，该一览表应指明他们在各有关协定的主题内容方面和具体领域的经历或技
术专长。
③专家组成员应以个人的身份而并非作为政府组织的代表提供服务，因此各成员不应就专家组面临的
事务向他们下达指示，也不应试图对他们个人施加影响。
④秘书处法律部的下属机构向争端双方提出专家组成员建议名单，双方共同从中挑选。
双方会根据自己内定的标准，加上对个人素质的考虑来审查候选人。
同时，WTO也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利益。
在发展中国家成员与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发生争端时，如果该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请求的话，则该专家
组至少应包括有来自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专家。
⑤各方在选择专家组成员时依据的仅仅是关于候选人的大量信息，不能约见候选人，也不能要求他们
填写关于争端问题的调查问卷。
如果在专家组成立的20天内，并未就成员组成达成协议，并在任一当事方的请求下，总干事应按照争
议所涉及的各有关协定的任何有关的专门或附加的规则和程序，在与DSB主席有关的委员会或理事会
主席协商的基础上，并与争端各当事方磋商后，通过任命最合适的人选来决定专家组的组成。
DSB应在收到请求的10天内，向各成员通报专家组的组成情况。
⑥这样就避免了争端当事各方在专家组的人员组成问题上，可能出现的无休止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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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主编何力设计编写提纲，并组织复旦大学法学院和上海海关学院法律系的部分教师参加编写。
国际经济法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一个传统优势学科，参编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雄厚的科研能力和学
术积累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发挥。
上海海关学院法律系作为我国唯一海关法方向的法学教学科研基地，参编教师在作为国际经济法学关
键性环节的国际贸易和通关等领域具有深厚的专业技术造诣和理论制高点，通过参编本书，从国际海
关法的角度支持和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本书主编兼有两校教职的特殊身份为统合两校优势，取长补短，撰写本书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参编教师均从事过多年国际经济法教学或实践，对国际经济法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存在的一些不足抱有
同感，共有教材和教学改革的志向，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成就本书。
当然，由于作者们学识的局限，国际经济法的博大精深，历经千辛完成的本书也存在很多不足，期待
指正。
本书编写受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项目建设（第二批）的支持，顺表感谢。
本书撰稿人及其分工如下（按撰写章节先后为序）：何力：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海关学院法律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日本），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一节。
周阳：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法学硕士，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二节。
朱秋沅：上海海关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法学硕士，撰写第四章（除第三节）、第八章第四节。
马忠法：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撰写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节。
王伟：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英国），撰写第六章、第八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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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经济法学高级教程》：高等院校法学专业高级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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