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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商法”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法国家的法律和经济专业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我国，它也
是法学和国际贸易等专业学生修习的一门重要课程。
虽然目前我国学者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地位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法”的关系仍存
在重大的分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国际商法应当脱离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并成为一门独立的
法律部门，而国际商法学也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本书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国际商法应该是调整不同商事主体之间的跨国贸易或跨国商事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它调整的是私人间的国际商事交易关系，而不包括管制性的法律，这也是“国际商法”
与“国际经济法”的区别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商法就是国际商事交易法。
本书的写作除以上述观点为立论和撰写的基础外，还在以下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色：本书力求反映最
新的立法和研究成果，这包括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并于2009年9月正式签署发布的《联合
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即《鹿特丹规则》），200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以及2007年修订的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简称“UCP600”）等法律和惯例
。
此外，国际商事实践中一些最新的发展状况，如2009年新修订的“协会货物保险条款（ICC／0I／0I
／09）”等也在本书中得到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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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商法》将国际商法定义为国际商事交易法，使其与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区别开来，并
重点阐述了国际商事主体与代理、国际商事合同、国际货物交易及其产品责任、国际服务交易、国际
知识产权与技术交易、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等基本国际商事交易制度。
　　《国际商法》立足于法学和贸易的实践需要，力求反映最新立法和研究成果．体系合理，内容深
浅适度，适合法学、国际贸易等专业学生和从业人士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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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国际商法的界定第二节 国际商法的历史发展第三节 国际商法的法律渊源第四节 两
大法系及中国的法律制度第二章 国际商事主体与代理法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国际商事组织法第三节 国
际商事代理法第三章 国际商事合同法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第四节 合同的
履行第五节 合同的变更、转让与终止第六节 合同的违约与救济第四章 国际货物买卖法第一节 概述第
二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第三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风险转移第四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
的义务第五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违约救济第五章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法第一节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第二节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第三节 国际陆上货物运输与保险第四节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与保险第五
节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与保险第六章 国际贸易支付法第一节 国际贸易支付工具第二节 国际贸易支付方
式第七章 国际产品责任法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美国的产品责任法第三节 产品责任的区域性国际立法第
四节 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八章 国际服务贸易法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国际工程承包第三节 国际
融资租赁第九章 国际知识产权与技术贸易法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国际许可证贸易第三节 国际特许经营
第十章 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国际商事调解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第四节 国际民事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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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本书认为，现有的商事惯例和国际立法还远不够发达，还无法完全、独立地调整和规范国际商
事交易关系。
国际商事交易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及其纠纷的解决，除了要依靠商事惯例和国际立法外，还
要依靠相关的国内法来确定，因此“狭义说”的观点值得商榷。
同样，“广义说”的观点亦不足以完全采信，因为国际间私人商事交易关系为一种私法性关系，其法
律渊源为商事惯例、国际条约以及相关国家的国内民商事立法，而一国对本国对外商事交易活动的管
制与调节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对国际私人商事交易的协调关系，是一种公法性关系，通常由一国
国内行政法、经济法、对外贸易管理法以及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协议所调整，二者在法律性质、适用原
则、价值目标以及实体规范、救济方法与程序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
而且，“广义说”的观点会使得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的界限不清，可能会使其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
据此，本书同意“折中说”的观点，即认为国际商法是调整不同商事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交易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仅调整跨国间的私人商事交易关系，而不调整一国对本国对外商事交易活动的管
制与调节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对国际私人商事交易的协调关系。
二、国际商法的调整范围国际商法调整的是不同商事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交易关系，其具有”“国际
性”和“商事性”两大特征。
所谓“国际性”，是指“国与国”之间或“跨国”的意思，而以一国为视点则是指具有“涉外性”。
“国际性”的判断有许多衡量的标准，各国国内立法和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一般说来，商事交易关系的主体分处于不同的国家，或者当事人具有不同的国籍，或者交易的标的物
或内容中有一项具有国际性的，即可被认为属于国际商事交易关系。
这其中，采用“营业地标准”即以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来判定是否属于“国际性”商事交易
已经逐步成为一种通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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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商法》：创新思维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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