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贸易法案例研习》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30033

*学时

（Credit Hours）
48

*学分

（Credits）
3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际贸易法案例研习

Cas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作为《国际经济法》课程的配套课程，本课程以国际贸易法律实践，特别是经典

判例和前沿发展为教学和研究对象。课程教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引

导学生学习、探索国际贸易法律实践的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

本课程旨在培养谙熟国际贸易法律规则与实践的涉外法律人才。课程内容涵盖十

一个专题，涉及国际贸易买卖、违约救济、不可抗力制度、经济制裁与跨国民商事争

议解决、金融制裁、海上货物运输与保险、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服务贸易、保障措施、

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制度等。

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经典判例等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综合能

力；课程内容紧跟国际贸易法律实践的前沿发展，特别是与我国相关的贸易法律问题。

本课程教学采用课堂讲授、专题研讨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考核由期末

考试和平时成绩组成。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o complement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in particular classical precedents and frontier
developments.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course guides students to study and explore basic aspects and
frontier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ractice.

This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who ar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nd practices. The course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force majeure, economic
sanctions and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financial sanctions,
maritime cargo transport and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ade in services, safeguard measures, anti-dumping,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ystems, etc.

This course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legal problems by applying basic theories and precedents.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closely follows the cutting-edg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ractice, especially



those of great relevance to China.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is course is a combination of lectures, seminars and case
studies. The course assessment consists of a final exam and peacetime grade.

*教材

（Textbooks）
课程内容以案例研习为主，案例的选取将根据实践发展逐年调整，故主要使用自

编讲义，并参考本领域的主流著述。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郭寿康、韩立余：《国际贸易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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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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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李晓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引导学生思考、探索和研究国际贸易法领域的传统及前沿法律问题，融会贯

通国际贸易的各方面法律问题，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培育和提高问题意识。

2、通过研习国际贸易法经典案例，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洞察力，锻炼学生理

论应用于实际，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提高英文读、说、写能力，以及法律英语水平，培养学生成为能熟练应用英

语进行实务和研究工作的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

*考核方式

（Grading）
开卷考试，其中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 3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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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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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3 3

第一章 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法律问题

1. 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环节；2、国际货物买卖的法律适用；3、争

议的管辖选择；4、解释规则

阅读文献：Pilar Perales Viscasillas, Interpretation and Gap-filling under
the CISG: Contrast and Convergence with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Uniform Law Review, Vol.22, Issue 1, March 2017.

第二周 3 2 1

第二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经典案例研习

案例池：1、西班牙 EC公司与南通麦奈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纠纷案；2、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等与罗宾逊全球物流（大连）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案；3、波兰 INDECO股份公司与广东澳美铝业有限公司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第三周 3 2 1

第三章 国际贸易支付经典案例研习

案例池：1、江苏普华有限公司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等信用证欺诈纠纷案；2、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与

印度卡玛朗加能源公司等涉外保函欺诈纠纷案；3、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

证纠纷再审案。

第四周 3 2 1

第四章 国际商事交易中的不可抗力

基本内容：1. 国际商事合同及立法中的不可抗力条款；2. 实践中

不可抗力的认定、通知、法律效果

研习案例：MUR Shipping BV v. RTI Ltd
作业：阅读文献（暂定）Jennifer M. Smith & Andrew Behrman, The
Importance of a Strong Force Majeure Clause in the Unstabl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and Business,
2015, Vol.6, No.2.

第五周 3 2 1

第五章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与保险

案例池：1、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诉复兴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财产损

害责任纠纷；2、徐州天业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与圣克莱蒙特航运股份

公司、东京产业株式会社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案；3、新

鑫海航运有限公司（NEW GOLDEN SEA SHIPPING PTE. LTD.）与深圳市

鑫联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凯斯克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案。

第六周 3 3

第六章 涉制裁的民商事争议解决

基本内容：1. 国际经济制裁及其对国际商事交易的影响；2. 制裁

对仲裁制度的影响；3. 国际民商事诉讼中处理外国制裁法的方式

作业：阅读文献 Masumy, Naimeh & Ahuja, Niyati. ‘Divergence from
Conflict-of-Law Analysis: The Need for a Coherent Standard of Review
for Economic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The
Int’l J. of Arb., Med. & Dispute Mgmt 87, no. 1 (2021): 25–44.

第七周 3 2 1

第六章 涉制裁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案例研习

案例池：MUR Shipping BV v. RTI Ltd；俄罗斯仲裁法修改与

Uraltransmash v. PESA、Tsargrad Media vs. Google等。



第八周 3 2 1

第七章 金融支付、制裁法与反外国制裁的阻断立法

具体内容：1. 金融制裁及其实践概述；2. 金融制裁对国际贸易支

付的影响；3.反制裁与阻断立法

案例池：Bank Melli Iran v. Telekom Deutschland GmbH；Lamesa v.
Cynergy 等。

阅 读 文 献 Tom Ruys & Cedric Ryngaert, Secondary Sanctions: A
Weapon out of Control? The International Legality of, and European
Responses to, US Secondary Sanction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2 September 2020.

第九周 3 2 1

第八章 我国法院处理涉外国制裁与反制裁立法案的司法实践

案例池：青岛金海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金泰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珲春和发经贸公

司与珲春农村商业银行案；县级法院判决邮政储蓄诉临沂纺织公司

案等。

第十周 3 2 1

第九章 WTO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案与日本核污水排海

案 例 ： 日 本 诉 韩 国 禁 止 进 口 核 污 染 地 区 食 品 进 口 案

（Korea-Radionuclides (Japan), DS495 ）

讨论：日本核污水排海与中国进口禁止措施

第十一周 3 2 1

第十章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案例研习

研习案例：

欧盟诉中国有关中国法院审理专利诉讼“禁诉令”措施案（China –
Enforcement of IPR, DS611）

第十二周 3 2 1

第十一章 国际服务贸易案例研习

案例池：巴拿马诉阿根廷金融服务案（Argentina – Financial Services，
DS453）；美国诉中国电子支付案（China – EPS, DS413）

第十三周 3 2 1

第十二章 反倾销案例研习

案例池：中国诉欧盟钢铁紧固件案（EC —Certain Iron or Steel
Fasteners, DS 397）；美国被诉归零案（US – Zeroing (Japan), DS322; US
– Zeroing (EC) DS294）等。

第十四周 3 2 1

第十三章 补贴与反补贴制度案例研习

案例池：中国诉美国双反案（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China) ，DS379）；美国和欧盟互诉对方飞机补贴案（DS316,
DS353）；美国与加拿大系列木材案等。

第十五周 3 2 1

第十四章 保障措施案例研习

案例池：多个成员诉美国钢铝保障措施案（U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DS544, 547, 548, 550, 551, 552, 554,
556, 564）；中国台北和越南诉印尼保障措施案（ Indonesia –
Safeguard on Certain Iron or Steel Products, DS490,496）



第十六周 3 2 1

第十五章 国际贸易中的安全例外

案例池：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Russia – 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DS512）；沙特阿拉伯知识产权措施案（Saudi Arabia
–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S567）；美国钢铝产品案（U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美国原产地标记措施案（US – Origin Marking
Requirement, DS597）。

总计
4

8
34 14

备注（Notes） 吴用教授授课前五周，李晓玲教授授课第六到第十六周。


	研习案例：MUR Shipping BV v. RTI Ltd
	作业：阅读文献（暂定）Jennifer M. Smith & Andrew Behrman,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