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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综述 

阅读次数： 3383  2007-6-27 9:03:00 

      2007年6月2日，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

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国际经济法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国际经济法学界及相关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就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前沿问题展开研讨。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孙在雍、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沈四

宝、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张旭、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建平、国际经济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军、邵景春、车丕照、王传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

秘书长丁丁等出席会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邵景春作了主题为《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法

律思考》的发言。首先他提出了目前在国际贸易中存在两个现象（近年

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质疑和今年4月1日，美国在世界

贸易组织内向中国提出知识产权磋商要求）以及现象背后的问题。接

着，他就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指出知识

产权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知识产权密集产

品”这个最新概念；同时指出知识产权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客观制约作

用，并举例说明。从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这种关系，邵景春又介绍了

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基本状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相应的措施。

最后他对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了简短的总结。 

     清华大学教授车丕照就《国际经济法中的识别问题》作了发言。他

的发言总共有五点。第一，他提出了关注国际经济法识别问题的原因—

—国际经济法本身就是跨部门法，它拥有复杂的规则体系，同时它又是

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学界对其范围、含义等方面的理解各有不同，这

使得对国际经济法的识别问题探讨变得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国际经济

法中法域的识别问题。法域在这里是指不同的法律部门。国际经济法因

为是一个跨学科的部门法，所以会存在法域的识别问题。第三，国际经

济法中法律关系的识别。第四，国际经济法概念与判断的识别。第五，

识别的方法与立场。 

     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传丽就欧盟法院的司法独



立作了发言。首先，她就该选题的背景作了简单介绍，指出欧盟法院对

于欧洲一体化起着融合作用。她还介绍了一下其论文《欧盟法院的司法

独立》的意义及其基本结构。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土桥正的发言主题是《日本金融法的

新发展》。首先，土桥正提到了他们大学与我国国内有关大学的交流活

动，他希望以后与国内更多的大学进行交流，促进双方的发展。接着，

他就日本金融法的新发展作了阐述。他提到日本商品交易法的特色（该

法具有横向整合法制构建和灵活性的特点）；健全上市公司披露制度；

确保交易所合理开展自律业务；对违法交易给予的严格制度。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在本次年会上作了题为《仰融、国

家主权豁免，及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的发言。他首

先分析仰融案，该案背后体现着国家豁免问题与国内司法行政风格问

题，他就该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接着他提到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

豁免权公约》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关系，并提出了中国国企如何满足公

约、美国如何公约等问题，对其展开分析。 

     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院

长孔庆江教授作了《多边主义或区域主义？——再看国际金融监管在东

亚》的发言。他就区域性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的原因、国际金融区域

性安排的理由、东亚金融安排的走向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大会持续两天，来自中国法学会、浙江省法学会、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约160名专

家、学者分四个主题进行讨论，分别为：“区域贸易协定与自由贸易区

中的法律问题”，“国际商法以及国际商事仲裁”，“国际贸易法与W

TO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竞争法等”。主题发言者根据其

提交的论文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陈述和分析，与会者各抒己见，重点

探讨了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战略，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和实践，WTO框架下的国际竞争规则，中国的能

源安全及其法律保障等相关热点问题。在讨论中，学者们本着“学术不

怕批判”的精神对各种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点评和回应。各小组讨论热烈

而和谐，精彩分呈、亮点不断。 

     2008年年会将由辽宁大学法学院承办，在沈阳召开；2009年年会

将由云南财贸大学法学院承办，在昆明召开；2010年年会将由上海大

学法学院承办，在上海召开。 

                           （文/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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