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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6_B3_95_E5_c26_22792.htm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

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是泛指国际经济关系的

各种法律规范。换句话说，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

律规范的总称。 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发生的国际经济关系，在

每一特定历史阶段，往往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格局、结构或

模式，通常称之为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变

迁，取决于国际社会种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对

比。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经济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 国际经济法，就其广义的内涵而言，是各国统治阶级在国

际经济交往方面协调意志或个别意志的表现。 国际经济法是

巩固现存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

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一、萌芽阶段的国际

经济法 （一）罗得法 某些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

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 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

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

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三）中世纪的国际性商

事法典 这些特设的商务法庭依据求同存异的商业习惯或共同

的行为规范所作出的判决，往往被编纂为各种商事习惯法法

典，成为日后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其中影响最大、颇负盛

名的是大约编纂于13世纪的《康索拉多海商法典》。 该法典

与其他海事商法法典其共同特点则在于它们都不单一国家的

国内立法，而都是用来调整国际商务关系的国际习惯法，在

不同程序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二、发展阶段的国际经



济法 从17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数百年间，用以调整国

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国内立法，大量出现，

日益完备。 （一）双边国际商务条约 在各国之间大量的双边

商务条约相继出现以后，由于其中许多主要条款基本相同或

相似，这些条款及其所体现的国际经济贸易惯例，就逐渐形

成为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或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国际行为准则。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 其中

影响较大的，如1883年签订的《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

约》。 第二节 国际经济法涵义 一、狭义说：国际经济法是国

际公法的新分支 持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施瓦

曾伯格、日本的金泽良雄以及法国的卡罗等人。 二、广义说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国内

法的边缘性综合体 它所调整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国家政府相

互之间、国际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

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

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

间的各种经济关系。 在国际经济法发挥调整作用的过程中，

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里享受法定权利和承担法定义务的主体

，即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从事跨越国境的经济交往

的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而且包括从事此种经济交往的一切

自然人和法人。 因此，国际经济法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调

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公约、条约、协定以及属于

公法性质的各种国际惯例，它还理应包括用以调整一切跨越

国境的经济关系的国际私法、国际商法和国际商务惯例，以

及各国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涉外部分。 持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

人物，有美国的杰塞普、斯泰纳、杰克逊、洛文费尔德以及



日本的樱井雅夫等人。 第三节 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及其与相邻

法律部门的交错 一、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联系与区别 大

体说来，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属于国际

经济法范畴；用以调整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非经济关系的

国际公法规范，不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 二、国际经济法与

国际私法的联系与区别 国际私法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冲突规范

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国际私法中与经济无关的冲突规范并

非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果国家以及

各国政府间组织不以主权实体的身份，而以非主权实体的身

份，即一般私法法人的身份，从事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

或经贸活动，它们才可能成为国际私法关系上的主体。 如果

单从调整的对象方面看，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范围，远

比国际私法狭窄；从总体上看，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的

范围，又远比国际私法广泛得多。 四、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

务惯例的联系和区别 国际商务惯例当然也是国际经济法这一

边缘性综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既不属于国际

公法范畴，也不属于国际私法（冲突法）或各国经济法的范

畴，却自成一类。其独特之处在于： 第一，它的确立，并非

基于国家的立法或国家间的缔约。 第二，它对于特定当事人

具有的法律上的约束力，并非来源于国家主权或其他强制力

，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各方的共同协议和自愿选择，如果没有

当事人的合意采用，它就毫无约束力可言。 第三，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时，对于某一项现在的国际商务惯例，只要各方合

意议定，就既可以全盘采用，也可以有所增删，悉听自便。 

第四，国际商务惯例对于特定当事人的约束力，虽然并非来

源于国家主权或其他强制权力，但是，这种约束力的实施或



兑现，却往往必须借助于国家的主权或其他强制权。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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