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内容提要]  本書主要是對國際經濟法，尤其是圍繞國際投资與国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對外經濟、军事援助之間的聯系，

進行法理上的分析。在第一編中，對國際經济法的方法論加以探討，在第二編，從國內法與國際法兩方面歸納了國際投资

法的法制基礎。第三編中以國际投资為中心，從法理學方面論述國際貿易與金融問题。在第四編中，特別將焦點集中於既

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國及提供援助國又是接受投资國的美國，闡明其投资与貿易、金融及對外援助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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