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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商法》是一门既注重理论研究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的课程。
目前国内《国际商法》教材版本很多。
本教材力求在《国际商法》的实用价值上做出突破。
因为本教材的读者是高职高专学生，这必然要求这本教材要突出实用性，而非单纯的理论研究。
鉴于此，作者希望教材具备以下特色：　　第一，以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作为主线，构建本书知识体系
。
除第一章外，其他章节以国际买卖行为为主体，从合同主体、合同商定，到合同履行，以及合同履行
当中涉及到的各个环节，以这些内容作为知识串联的主线。
　　第二，重在培养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本书以案例作导人，以案例引出问题与思考，以案例作为理论的应用与印证，并在案例分析中帮助读
者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本书注重举一反三，不拘泥于理论本身，利于读者活学活用。
　　本书共设十章。
每章由学习目标、导入案例、主要内容、本章小结等内容组成。
另外本书将专门编写配套训练教材，帮助读者增加学习兴趣，巩固所学知识。
　　本书由天津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辛文琦副教授任主编，王莉、孙玉凤、冯凤任副主编。
各章编写分工如下：辛文琦编写第三章，王莉编写第九章，孙玉凤编写第五章、第六章，冯伟编写第
二章、第七章，李津编写第一章、第十章，李婧编写第四章、第八章。
全书最后由辛文琦副教授统稿定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由于作者学时水平的局限，书中必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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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商法原理与案例教程》以案例作导人，以案例引出问题与思考，以案例作为理论的应用与
印证，并在案例分析中帮助读者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国际商法原理与案例教程》注重举一反三，不拘泥于理论本身，利于读者活学活用。
《国际商法》是一门既注重理论研究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的课程。
目前国内《国际商法》教材版本很多。
本教材力求在《国际商法》的实用价值上做出突破。
因为本教材的读者是高职高专学生，这必然要求这本教材要突出实用性，而非单纯的理论研究。
鉴于此，作者希望教材具备以下特色：第一，以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作为主线，构建《国际商法原理与
案例教程》知识体系。
除第一章外，其他章节以国际买卖行为为主体，从合同主体、合同商定，到合同履行，以及合同履行
当中涉及到的各个环节，以这些内容作为知识串联的主线。
第二，重在培养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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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际商法概述第一节 国际商法的历史第二节 国际商法的渊源第三节 两大法系简介关键术语本
章小结自测题第二章 公司法第一节 公司法概述第二节 有限责任公司第三节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第四节 
公司的变更、解散和清算关键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第三章 国际商事合同法第一节 国际商事合同法概
述第二节 国际商事合同的订立第三节 国际商事合同的成立、变更与转让第四节 国际商事合同的履行
与消灭第五节 国际商事合同违约及其救济措施关键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第四章 买卖法第一节 有关货
物买卖的国内立法、国际条约与国际贸易惯例第二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第三节 国际货物买卖
合同中买卖双方的主要义务第四节 对违反买卖合同的补救方法第五节 货物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关键
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第五章 产品责任法第一节 产品责任法概论第二节 美国产品责任法第三节 欧洲国
家的产品责任法第四节 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关键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第六章 代理法第一节 代理法概述
第二节 代理权的产生与代理关系的终止第三节 代理的法律关系第四节 承担特别责任的代理人第五节 
中国的代理法与外贸代理制关键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第七章 工业产权法第一节 工业产权法概述第二
节 专利法第三节 商标法关键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第八章 国际投资法第一节 国际投资法概述第二节 国
际直接投资的形式第三节 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第四节 保护投资的国际法律制度关键术语本章小结自测
题第九章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法第一节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第二节 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第三节 其他
运输单据第四节 海上保险法关键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第十章 国际商事仲裁法第一节 国际商事仲裁概
述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第四节 国际主要商事仲裁机构及其规则关键
术语本章小结自测题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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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己经被各国当事人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反复使用。
如果只是一两个国家和少数当事人约定的规则，或者是刚刚采用，尚未推广的新规则，当然谈不上所
谓“惯例”。
　　3．为各国普遍承认，接受并遵守，成为一种“通例”。
国际商事惯例的形成并非由某个立法机关制定，也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缔结，而是在商事活
动中由各国当事人自发地约定、采用而形成，所以从本质上讲，国际惯例包括商事惯例并不是法律。
但是，当某一习惯做法被各国普遍接受，承认和遵守时，该惯例就具有了相当于法律的拘束力。
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化通常有两种情形：其一，当一个国际商事惯例被某个国际公约、条约或某国国
内立法、判例接受时，它就对有关国家及其当事人产生了法律拘束力；其二，当国际商事活动的当事
人自愿采用某项商事惯例时，它就对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产生了法律拘束力。
　　国际商事惯例在最初形成时往往是以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形式出现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同一个
惯例在解释和适用上往往不一致，对国际商事活动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带来诸多不便。
为此，一些国际组织相继将一些重要的国际商事惯例编纂成文，使国际商事惯例得到不断的修改、完
善和统一，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国际商事惯例有：国际法协会制订的《1932年华沙一牛津规则》、国际商会制订
的《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1978年托收统一规则》、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制订的《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国际商会1993年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海事协会制订的《1974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等等。
这些商事惯例已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承认和接受，我国在对外贸易和商事活动中也已广泛
地采用了上述国际商事惯例，并在一般场合下承诺遵守包括国际商事惯例在内的国际惯例。
　　二、国际商法的国内法渊源　　国际商法的国内法渊源，指的是各国规范，调整涉外商事活动及
其关系的成文法和判例。
　　国际商法既然属于国际法范畴，为什么各国国内法也是其来源或组成部分呢？
这是因为：　　第一，尽管各国承认，接受了大量的国际商事惯例，尤其是参加了大量的国际商事条
约，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传统习惯和不同的利益所在，至今，仍有不少的国际商事惯例和国际商事
条约尚未被一些国家所认可或参加，有的国家虽然加入了某一条约，却对其中某些条款提出保留。
如我国于1986年12月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核准书，该公约
于1988年1月对我国正式生效；但我国同时保留了该公约的第一条第一款的B项和其他有关条款；其中
，在涉外商事合同的形式上，我国没有采纳该公约奉行的和国际上通行的合同形式自由的主张，仍坚
持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的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则。
可见，同国际商事活动和国际商事关系相比较，国际商事惯例和国际商事条约适用的广泛性打了很大
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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