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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新解释了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重新梳理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
本书的立场是：国际经济法应当剔除处理交易的私法规范，以国家主权、主权国家的合作为核心形成
国际经济的调控与规制法。
这种法律体系应以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为导向、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立基于此，本书着力探讨了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体系及其主要内容，国际经济法的渊源构成及其位阶，
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国际经济法律行为与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内涵及表现，国际经济法的一般价值与
独特价值，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前景。
同时，本书对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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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个层次，承认起点的差距，在这种差距的基础上达到效果的平等。
不仅要求在形式上平等，而且要求实现实质上平等。
这是公平的新主张，是一种进步。
①人们已经认识到，平等不等于公平。
如果说平等原则侧重于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的确定的话，那么公平原则则是要强调各个主体最
终的实际利益。
要求各国地位的平等和权利的平等体现了最基本的公平，也是寻求尽可能公平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
一定导致实质性的公平。
公平原则涵盖了平等的基本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和发展。
　　2.公平互利在国际经济法上的含义　　国际经济法上的公平互利原则是指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并且以国际大家庭平等成员的资格，有权充分和切实地参加决策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
和遵循国际经济规则，使得经济行为的结果对有关的主体都是妥当的、合理的、有利的。
这一原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当国际社会对经济问题进行协调时，国家之间地位是平等的
；第二，当国家对涉外经济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和控制时，给予本国人和外国人、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
人的待遇应当是公正的，也就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之中，在市场交易之中，给予交易主体平等的法律地
位；第三，在各种形式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行为的目的应当是各方都获取好处。
公平和互利是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平等是互利的前提，互利是平等的结果。
　　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原则应来源于国际公法。
因为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而各个国家的主权并无高低之分，所以各国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在历史上，平等原则曾只适用于“文明国家”之间。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如何，均是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给予交易主体平等地位，使之达成互利交易的合意的原则来自传统的国内民商法的基本价值追求。
各国的民商法均承认民商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主体向其他同等主体施加胁迫、欺诈的行为都不
能获得合法的后果。
、确认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可以保障他们之间的交往具有互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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