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经济法》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40013 *学时

（Credit Hours）
64

*学分

（Credits）
4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冲突法）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法领域的主干课程之一，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各国国内

法等法律部门，而且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法学学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学习与研究

国际经济法，首先要理解其产生的历史与基本理论，其次结合国际经济学常识，做到理

论联系实践，了解国际经济立法与实践，特别是我国立法和实践所涉及的国际贸易、国

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税收和国际经济贸易争议解决的各种法律问题。

基本教学内容包括总论（形成与发展、体系与研究方法和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贸

易法（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支付、国际贸易融资与担保、国际技

术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和政府管理国际贸易的法律与措施）、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

融法、国际税法和国际商事仲裁。国际经济法各分支学科中，国际贸易法体系完整成熟，

内容最多， 国际贸易又是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方面，因此应以国际贸易法为本课程的教

学重点。本课程的困难在于学科体系庞杂、内容繁多；相较于民商法、刑法，许多内容

在日常生活工作不易遇到，缺乏感性认知，学生存在畏难心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

紧密互动，发展变化速度快，这也增加了教学与学习的难度。如何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

提出与解决问题尤为重要。所以，首先应简明扼要地介绍学科体系、教学和学习方法，

帮助学生掌握本学科研究的思路和基本方法，引导学生面对困难。其次结合实际，采取

灵活方式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结合国际经贸关系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提高学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As one of the main cours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volve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domestic laws and is a very
practical legal subjec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its history and basic theory, and
then combine the common sens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Finally,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various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Basic teaching contents including gener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 international freight and insurance, pay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ing and guarante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law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inance law, tax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mong the branch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system is complete and mature, with the most content.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 main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so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should be the teaching focus of this course. The difficulty of this
course lies in the complexity of the subject system and the variety of contents.
Compared with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nd criminal law, many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re not easy to encounter in daily life and work, lack of
perceptual cognition, and students ar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lso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w to guide students to put forward and solve problem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 first of all, the subject system,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should be briefly introduced to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thinking and basic
methods of the subject research, and guide students to face difficulties. Secondly,
students should be mobiliz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in a flexible wa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discuss ho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教材

（Textbooks）

《国际经济法学》第二版，《国际经济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 出

版；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郭寿康、赵秀文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4 月第六版。

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六版。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二版。

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张玉卿编著：《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中国商务

出版社 2009 年，第三版。

陈安著：《国际经济法学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Andreas F. Lowen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rew T. Guzman, Alan O. Sykes, Research Handbook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Edward Elgar, 2007.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张新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李晓玲，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何晶晶，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法、国际商事仲裁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调整对象、体系；

2、掌握国际经济法各部分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法律规则；

3、学会运用国际经济法规则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考核方式

（Grading）
闭卷，平时 30%+期末考试 70%=总评成绩 10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教师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4 4

第一章 国际经济法总论（主体、形成、发展、体系等）

第二章 国际贸易法

第一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规则与惯例

第二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

第二周

4

2 2

第三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履行

1、 买卖双方义务

2、风险转移

3、违约与救济

第三周

4

4

第四节 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

1、海上货物运输

2、国际航空、铁路、多式联运

第四周

4

4 3、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第五周

4 4
第五节 国际支付

1、贸易支付概述

2、汇付与托收

3、信用证



第六周

4

1 3

第五节 国际支付（续）

案例讨论

第六节 国际贸易融资与担保

1、保理和福费廷

第七周
4 4

2、备用信用证和保函

3、出口信用保险

第七节 国际技术贸易

1、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第八周
4 4

2、国际技术许可与技术贸易管理

第八节 国际服务贸易

1、《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般义务

2、《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具体义务

第九周
4 4

第九节 政府管理贸易的法律与措施

1、政府管理外贸的法律与措施

2、WTO 多边贸易规则对政府的约束

第十周
4 4

3、WTO争端解决机制

第三章 国际投资法

第一节 国际投资的形式

第十一周
4 4

第二节 国际投资的国内法制

第三节 保护投资的国际法制



第十二周
4 4

1、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2、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3、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第十三周
4 4

第四章 国际货币金融法

第一节 货币与货币主权

第二节 国际货币制度

第十四周
4

3.

5

0.

5

第三节 国际银行法

第四节 国际证券法

案例讨论

第十五周
4 4

第五章 国际商事仲裁法

第一节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第二节 法律适用

第十六周
4

3.

5

0.

5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

第四节 仲裁裁决的撤销、承认与执行

案例讨论

总计

备注（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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