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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自治性为逻辑主线对国际商法的有关基础理论问题做出了系统研究。
本书认为自治性是国际商法诸多特征中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国际商法的“脊梁。
所在，国际商法对自治性的追求和实现过程是国际商法产生、演变与发展过程的另一个角度的展示，
国际商法的品格及使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对自治性的追求。
为此，本书在着力探讨国际商法之定义、国际商法之特征、国际商法自治性之涵义等重要基础理论问
题的基础上，以自治性为主线重新逻辑梳理了国际商法的发展历程；历史考察了自治性在国际商法发
展进程中的作用；比较、剖析了涉及自治性的有关国际商法学说与理论；进而通过对国际商法自治性
的实现前提、实现支柱、实现的保障、实现的进路层面及根本途径等问题的回答，逻辑构建出一个有
关国际商法自治性实现的现实进路；并对国际商法及其自治性的发展障碍、发展前景作出了分析与展
望，证明了国际商法的“自治性。
是切实可行的而不是法学家职业上的幻想，并最终清晰地展现出一幅关于国际商法自治性的“实在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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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领域的研究。
代表性学术论文有主要有：《示范法的勃兴与国际商法的发展》、《“自治商人法”：戈德曼现代商
人法思想评述》、《审慎抑或积极的扩大权利——WTO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方改革制度评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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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开普敦方法”(Cape　Town　Approach)　　
　　五、小结　　
　第五节　进路层面：全球层面与区域层面并行
　　一、全球层面：协调、均衡、计划性明显
　　二、区域层面：深入、广泛、重点性突出　　
　　三、二者的关系
　第六节根本途径：缔造共同法律文化
　　一、法学教育
　　二、工程项目
　　三、判决资料汇编、著述
　　四、小结
第五章　自治性的障碍与前景
　第一节外在障碍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二、国家主权观念的长期存在
　　三、各国法律文化的差异性
　第二节　内在障碍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
　　二、国际商事仲裁自治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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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立法自觉性、计划性的加强
　　四、更科学的技术保障：立法方式的创新、经验的增加
　　五、更有力的制度支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普遍支持
　　六、更坚实的实现基础：两大法系的日益融合和趋同
结语：国际商法在自治性指引下的蓬勃发展
附录：本书论证逻辑图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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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施米托夫的“新商人法”理论是符合国际商业社会发展的需求的。
“商业之活动非局部的活动，不受地方或区域之限制，而系不分畛域，超越国际界限之活动。
”从根本上来说，商业活动本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同一性与世界性客观上要求调整商事关
系的有关法律规范能够与之相适应。
即“商业永远在努力于普遍规则之完全⋯⋯其理想之目标，乃一种全世界普遍通行之法律”。
法律规则的不统一，不仅将增加国际商事来往的不确定性，使商人在交易中缺乏预见性和安全感，而
且还会造成交易成本大幅增加和效率显著降低。
因此，从事国际商事的商人们迫切地希望能像从事国内商业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套统一的规则，
从而消除因适用不同国家的民商法而给国际商业带来的障碍。
事实上，从商人法在中世纪的产生以及后来的发展轨迹来看，商人及国际商业社会这种对于一套统一
的标准和规则的需求从来未曾消失过，而且事实上也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满足。
尽管在17、18世纪，原本统一的商人法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兴起“被国内化”而使得其国际主义的进
程走向短期的衰落：但自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显露其追逐剩余
价值的本性。
资本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触角伸向了国际市场，国际社会的交往再次走向高涨，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冲击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义。
各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不同的民商事法律传统却对国际商事交往统一化的进程形成了较大的阻碍。
从便捷交易、节约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出发，商人及商人社会内在地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和
规则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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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商法自治性研究》编辑推荐：国际商法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追求法律自治性的历史。
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商人们对法律自治性的需求不仅激发了商人法在中世纪的产生，还激发了由传统
商人法向现代商人法的历史转化过程，孕育了现代商人法的诞生，同时也注定了国际商法的品格及使
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法律自治性的追求。
国际商法对法律自治性追求和实现的过程正是其产生、演变与发展过程的另一个角度的展示，对国际
商法自治性这一本质特征的准确表述和深刻理解是我们把握国际商法的渊源流变和内在属性的一条必
经之路。
向前编著的《国际商法自治性研究》以自治性为逻辑主线对国际商法的有关基础理论问题做出了系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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