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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当前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教材，包括了涉外经济法概述、对外贸易
法、涉外投资法律制度、涉外金融法律制度、涉外证券法律制度、外债和外汇管理法、涉外税收法律
制度、海商法律制度、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涉外企业法律制度、涉外合同法律制度、海关法律制
度、涉外经济争议解决法律制度13章。
本书对涉外经济法的各项重要制度进行了全面而又简明扼要的阐述，同时也对当今我国涉外经济活动
中的一些热点法律问题作了具有新意的探讨。
因此，本书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也是最新的。
本书适合普通高等院校和成人高校的法律、贸易经济、金融、国际商务等专业的学生学习和参考；也
适合其他从事涉外经济理论与实务的人士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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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涉外经济法总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外国人、无国籍人、外
国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外国资本、外国履行地等涉外因素，因此必然会在许多方面涉及不
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则，社会发展呼唤涉外经济法。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涉外经济法律，只是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经济法律文件中，但不可否认，涉外经
济法是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涉外经济法对于保护各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
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推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发展，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涉外经济法概述：涉外经济法是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涉外经济法的许多规则来源于经济法的
规定，甚至许多规则是相通的。
一、经济法的概念：（一）经济法概念的由来和发展：“经济法”一词，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使用的。
摩莱里认为，社会产品分配上的弊端是私有制产生的直接根源，因而他从分配上确立社会经济生活的
主要原则，编制了包括12条内容的“分配法或经济法”草案。
尽管摩莱里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否定商品交换和民法作用的基础上的，并且其经济法调整的范围局
限在分配领域，但是，它已含有现代经济法最本质的特征，即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此后，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德萨米继承和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他在1843年出版的
《公有法典》一书中，将“分配法或经济法”专列一章进行论述。
他主张建立自由、慷慨、合理的平均分配的方式。
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有伴随公有制的建立才能得到实现。
1865年，法国的蒲鲁东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提出，经济法是政治法和民法的补充及必
然产物。
也就是说，政治法和民法不能调整的经济关系将由经济法来调整。
可见，蒲鲁东所认识的经济法已经接近现代经济法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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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涉外经济法概论》适合普通高等院校和成人高校的法律、贸易经济、金融、国际商务等专业的学生
学习和参考；也适合其他从事涉外经济理论与实务的人士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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