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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金融法的重大前沿问题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重大变化，侧重
于国际金融法的实践；二是构建国际金融法的科学理论，并以此为国际金融法的实践提供指导。
二者都十分重要，故可归为《国际金融法要论》。
国际金融法的重大前沿问题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重大变化体现在国际金融法各领域，因此，我们按
照国际金融法体系对这些问题和变化进行整合，使其脉络清晰，彼此承上启下，构成具有密切逻辑和
学理联系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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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金融法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
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该学科就可能会遁入认识的误区，导致内容和体系的紊乱，误导实践，学科本
身也会失去应有的立足点。
近些年来，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经济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
，国际金融活动频繁且影响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构建国际金融法的理论以适应和满足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
。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迄今对国际金融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很多欠缺。
有关著述对基本理论问题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或存在偏颇之处，这些都会妨碍对国际金融法及
其具体制度的科学认识，影响国际金融法制建设。
目前肆虐美国、影响世界的美国金融危机更加凸显出国际金融法基本理论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以金融法和国际金融法的性质和任务这一问题为例，国内外鲜有深入探讨，直接影响到了金融法制和
国际金融法制建设和健全，妨碍了对金融风险的有效规制与监管、防范与化解。
这可以说是这次金融危机在金融法制和国际金融法制上留下的深刻教训。
因此，科学地构建金融法和国际金融法理论是金融法和国际金融法当前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第一节 国际金融法的概念与特征　　科学地构建国际金融法理论应从国际金融法的概念人手。
概念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本质属性是决定一类事物之所以成为该类事物并使其与其他类事物
相区别的属性。
任何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逻辑特征。
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思维对象的本质属性，又叫概念的含义；外延是概念的适用对象。
　　一、国际金融法的概念　　那么，国际金融法的概念是什么？
概括地说，国际金融法就是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国际金融法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划分法律部门及其分支的根本依据是调整对象——社会关系，辅助标准是调整方法。
因此，国际金融法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应当从国际金融法的调整对象——国际金融关系中去寻找。
我们认为，国际金融法概念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调整对象的金融性与国际性的结合，即国际金融法调
整的对象具有金融性和国际性。
因此，把握国际金融法概念的本质特征，首先需要考察什么是“金融”，什么是“国际”，什么是“
国际金融关系”。
　　二、国际金融法的金融性与国际性　　国际金融法所调整的国际金融关系是具有金融性的国际关
系。
在当前金融业多向度、纵深发展的情况下，探寻金融的恰当含义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国内外对金融的
含义存在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直接影响到对国际金融法的概念、调整对象、范围、渊源、理念及社会
功能等问题的科学认识，影响到国际金融法科学体系的建立。
因此，探讨金融的含义就构成考察国际金融法基本理论的基点和起点。
对于金融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金融性　　1.金融的内涵　　金融的内涵，即金融的本质属性有哪些，这是认识金融和国
际金融法所必须回答且难以回答的问题。
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1）金融在训诂意义上的基本含义　　“金融”是
由中国字组成的词，据考证，它并非古已有之。
古有“金”和“融”，但未见“金融”连在一起的词。
《康熙字典》及其之前的工具书均无“金”与“融”连用的词，即为佐证。
将“金”与“融”连起来始于何时，无确切考证。
是否直接译自“Finance”亦无任何证明。
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来自明治维新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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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阶段，有许多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从日本引进——直接把日语翻成汉字搬到中国来。
最早列入“金融”条目的工具书是：1908年开始编纂、1915年初版的《辞源》和1905年即已酝酿编纂
、1937年开始刊行的《辞海》。
　　《辞源》（1937年普及本第11版）对金融的释义是：“今谓金钱之融通状态日金融，旧称银根。
各种银行、票号、钱庄，日金融机构。
”《辞海》（1936年版）对金融（monetary circulation）的释文是“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
金融市场利率之升降，与普通市场价之涨落，同一原理，俱视供求之关系而定。
即供给少需要多，则利率上腾，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紧迫，亦日银根短绌；供给多需要少，则利率下降
，此种形态谓之金融缓慢，亦日银根松动。
”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始于近百年前编纂的《辞源》、《辞海》是最早有
据可查的、编入金融条目的辞书，说明这个词在20世纪初以前已经使用，并已相当定型。
《辞海》注以英文，显示该词有可能来源于海外。
《辞源》、《辞海》就其始刊时对金融的定义来看，简单地说，金融就是资金融通，即由资金融通的
工具、机构、市场和制度等构成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系统。
这一含义至今仍然能够体现出金融的初始的和基本的本质特征。
　　（2）金融在现代意义上是虚拟经济　　这是金融含义在现代的体现。
虚拟经济是资本以金融市场为主要依托所进行的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明了地说，虚拟经济就是直接
以钱生钱的活动。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实体经济活动就是将货币通过交换成劳动力、原料、机器设备、厂房等，然后经过生产产出产品，产
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再通过交换再变回货币。
在实体经济的循环中，资本增值，取得了利润，这是实体经济的过程。
虚拟经济的循环是在金融市场上，货币先通过交换成为借据、股票、债券、外汇等，然后在适当的时
候，再通过交换将这些金融产品变回货币，直接以钱生钱。
　　虚拟经济经历了商业信贷、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市场化、金融市场国际化等阶段。
金融最初是个人之间的借贷，财富的剩余者将闲置货币借给借款人，这时货币变成了生息资本。
由于这样的借贷风险比较太，而且无法优化投资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出现。
银行把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集中起来，变成生息资本，借给那些需要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人。
银行在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赚取利差。
企业向银行间接融资，因为有利差的存在成本较高，企业如果直接发行债券，不仅融资成本较低，而
且投资人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这样就产生了债券。
同时，为了使投资者能够共担风险，股票也出现了。
债券和股票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债券和股票出现后投资品种和选择多样化，但流通性问题妨碍了社会
投资。
有价证券市场化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股票和债券都能在市场上随时变现，这样解决了流动性问题。
最后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集成化，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间的影响日益增大，虚拟经济的总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
由于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资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调动，国际金融市场已到“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程度。
　　将金融界定为虚拟经济，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虚拟经济活动包括哪些内容和形式？
这是认识金融的性质所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金融的初始基本含义是资金融通，但是如果仅限于此，那么还不足以反映现代金融的全貌
，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和有些保险产品等就不具有资金融通的性质。
因此，以金融市场为依托所进行的金融活动，除资金融通外，还应包括非资金融通的活动，如规避风
险的金融衍生交易，分散风险和弥补损失的保险活动等。
只有这样，金融的概念才能与时俱进，对当今的金融实践具有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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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法调整对象所具有的金融性，将国际金融法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其他法律部门或分支区
分开来。
国际金融法调整对象具有金融性，而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其他法律部门或分支的调整对象则没有金融性
质。
以国际金融法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为例，国际间资金流动的形式，依投资方式，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
接投资。
国际投资法调整直接投资关系，国际金融法则调整间接投资关系。
凡是以金融市场为依托进行的虚拟经济活动都属于国际金融法调整，而不具有以上特征的国际间资金
流动关系则由国际投资法来调整。
例如，处于国际投资法和国际金融法敏感地带的外资股票购入，如果这种购入是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
，这种行为本身由国际金融法调整。
如果买卖的目的是为了持有能提供一定收入的证券以便在证券市场获利，而不是为了经营管理企业，
也不享有控制权，则这类交易始终都应受国际金融法调整。
如果购入股票的目的是为了在购入股票后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或取得对企业的控制，那么，股票购入
行为（通常构成通过证券市场而进行的收购）主要由国际金融法调整，购入后的经营管理或控制行为
等由国际投资法来调整。
但由于股票的购入与购入后对有关企业的经营管理或控制具有手段与目的的联系，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国际金融法在调整这种证券交易时需要同时考虑国际金融法之外的法律制度，如国家对外资在相
关行业的准入制度、反垄断法和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等。
相反，如果外资对企业的收购不是通过证券市场而是通过产权市场进行的，且收购后对企业行使了经
营管理或控制，那么，整个活动都应受国际投资法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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