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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兴起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国际经济法集公法与私法 、集国内法与国际法于一体。国际经济

法主体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构成要素 ,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权利的行使者以及义务的承担者。本文就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范围 、国际

经济法主体的资格等问题作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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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 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出现了前所没

有的频繁 , 形成了大量的国际经济关系 ,调节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

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迅速成长起来。然而法学界对于

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范围 、资格等一系列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如

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分支的传统法学派将国际经济法主体

仅限于国家与国际组织 , 英国的施瓦曾伯格(G. Scharzenberge r)、法

国的卡欧(D. Carreau)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而认为国际经济法是

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法律部门的新兴法学派则将国际经济法主体

扩大到国家 、国际组织 、自然人 、法人等 , 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杰

塞普( P. Jessup)、罗文费德 (Louenfe ld)。据此 , 本文结合相关概

念以及法理知识 , 对国际经济法主体作简要的探析。

　　1　国际经济法

　　何谓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 、国际组织 、不同国

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

称 , 简言之 ,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或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本文赞同此观点。

　　1. 1　国际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即国际经济法主体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不同于国际

关系 , 它不限于政府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相互间的关系 , 而且还包

括国家 、国际组织 、个人 、法人 、企业团体相互间的关系。国际组

织 、个人 、法人 、企业团体在国际经济交往中 ,如国际投资 、国际货

物买卖等中结成了大量的经济关系 , 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有

如下几点:

　　范围的广泛性。从以上可看出 , 国际经济关系并不是仅指国

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 其还包括不同国家的个人 、法人之间 、个人和

法人与他国或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这就涉及到两个层面:其

一 ,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 , 既有平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 又有不平等

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 如国家对法人和自然人的国际经济交往活动

进行管理和规制的关系 ,税收关系便是一例。其二 , 国际经济关系

是个统一整体 ,国家 、国际组织 、个人 、法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具

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一般而言 ,各国根据其生产能力 、经济发展水

平等国情 , 都对本国国民可进行的国际经济交往活动进行了规定 ,

而不同国家的个人与法人间 、私人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常是国家 、

国际组织之间经济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费等领域无所不入。 德 E. U. 彼德斯曼曾把发生的国际经济

交易分为五种类型:即国际货物流动 、国际服务流动 、国际人员流

动 、国际际资本流动 、国际支付结算。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 国际

经济交往的客体越来越具有多样性 , 资本 、技术与服务已成为国际

贸易的三大标的。

1. 2　国际经济法特征

　　国际经济法具有不同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的特征 , 也正因

为其特殊性 ,部分法学家才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看待。

　　1. 2. 1　主体的多样性

　　这主要是相对于国际公法而言 , 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不限于国

际公法仅包括的国家与国际组织这两种主体 , 各国的自然人与法

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1. 2. 2　范围的复杂性

　　国际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法律部门 , 其内容既有国内法 , 又有

国际法;既有公法性质的内容 , 又有私法性质的内容。从国际经济

法的发展史来看 ,其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法 、国际投资法 、国际货币

金融法 、国际税法 、海商法 、世界贸易组织法等。

　　1. 2. 3　内容的实体性

　　这主要是与国际私法相对比。国际私法虽也含有实体法的内

容 ,但其主要是冲突法 ,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 本

质上为国内法。而国际经济法则主要为实体法 , 直接规定了当事

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其为一种混合法 , 国内法 、国际法都有。

　　2　国际经济法主体

　　在对国际经济法及其特征作简要论述后 ,我们不难得出 , 本文

所称的国际经济法主体 , 是指以自己名义参加国际经济关系 , 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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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国际经济权利与承担国际经济法义务的自然人 、法人 、国家和

国际组织。这四种主体必须有国际经济法上所要求的主体资格 ,

方可进行国际经济交往。

　　2. 1　自然人

　　自然人是国际经济法主体 , 但不是任何自然人都能作为国际

经济法主体 , 其须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般而言 ,自

然人的权利能力与其人身不可分离 , 它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不论

何国的自然人 , 不论其精神正常与否 , 不论其年龄 , 都具有权利能

力。但是对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 各国根据其实际情况作了不同

的规定 , 如有的国家认为年满十四周岁的自然人具有行为能力 ,我

国赋予年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具有行为能力。而且各国又将自然

人的行为能力分为完全行为能力 、限制行为能力与无行为能力等

几种。就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 , 须是完全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

　　根据国际私法规则 ,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应根据其

属人法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十八周岁

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 ,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

活动 ,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实践上 , 国际交往中 , 全按当事

人的属人法来确定其行为能力 , 有时不易维护内国交易关系的稳

定 , 从而对属人法的适用作了一些补充 ,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80条:“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 ,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 ,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 应当认定为有民

事行为能力。”总之 , 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以此来判断当事人

有无民事行为能力。

　　除此外 ,确定自然的国籍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很重要 , 自然人

具有某一国的国籍 , 才将其视为该国的国民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才

受该国的外交保护 , 享有该国的优惠政策。国际上通常用出生地

主义与血统主义来确定自然人的国籍 , 各国对于国籍取得规定的

不同 , 又产生了国籍的积极冲突与国籍的消极冲突 , 这些问题都有

赖于各当事国结合本国的相关规定来加以具体解决。

　　2. 2　法人

　　法人是种拟制主体 , 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同一性 ,同时

产生 、同时灭亡 ,且受法人的经营范围和活动章程的限制。

　　对于法人这个特殊的主体 , 在确定其在内国是否有权利能力

与行为能力时 , 受本国标准与内国标准的双重约束。首先 , 内国应

根据法人本国法律相关规定来确定其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本国

是法人国籍所在国。对于法人的国籍 , 有登记国说 、成立地说 、管

理中心所在地说 、资本控制说等 ,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84

条:“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 , 法人的民

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可见 , 我国采登记地说来确定法人

的行为能力。其次:外国法人来内国进行活动时 , 其还必须满足内

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 即外国法人也受内国法律的约束。如关于法

人的成立条件 、法人营业的范围等都必须符合内国法。

　　一般而言 , 外国法人符合了内国法与本国法确立的双重标准

后 , 其便可在内国进行民事活动 , 享有一定的权利 , 且履行一定的

义务。

　　2. 3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上新兴的主体 , 是种派生主体。特别是二

战之后 ,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 , 政府间的 、区域性的 、综合性的等

各类国际组织应有皆有。如联合国 、W 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国际组织的产生有着特殊性 ,是国家意志协调的产物 ,国际组织的

活动范围要受其成员国协调所制定章程的约束 , 国际组织所享有

的权利源于各成员国的让渡与授予。

　　在现代社会中 , 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出

于国际组织活动的需要 ,国际组织可享有一定的豁免。同时 ,国际

组织为了维护其发展的需要 ,有时还要进行一些国际经济活动 , 如

在国际借贷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是国际经济法主体。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 , 其活动仅限于自己的章程所

规定的范围内 , 任何国际组织在进行活动时 , 不得滥用其所有的权

利 ,更不得干涉内政。

　　2. 4　国家

　　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主体 , 其对内有最高的决

定权 ,对外则享有独立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着双重身份 ,一方

面国家作为主权者 , 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 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 , 任

何国家不得凭借其经济 、军事优势而欺压他国。另一方面国家为

了生存与发展 ,还必须进行一些民事活动 , 如国际经贸活动 , 此时 ,

国家又具有一般民事主体的身份。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 ,这是平等者之间无管辖的要求。 关

于国家豁免 ,有限制豁免与绝对豁免之分。所谓限制豁免 , 将国家

行为分为主权行为与非主权行为 , 国家对其主权行为方享有豁免

权 ,非主权行为则不能豁免;所谓绝对豁免 , 就是不论国家的行为

是主权行为还是非主权行为 , 只要是国家参与的 , 都可以享有豁

免。笔者认为 ,限制豁免理论是不合理的 ,其依据行为的性质来划

分主权行为与非主权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 , 而且这也可能为

一些强国干涉弱国的内政开了一条口子。

　　与限制豁免理论相近 ,还有所谓的国家行为理论 ,其和限制豁

免理论只是角度不同罢了 ,在此就不细述了。

　　总之 ,坚持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 ,坚持以国家

名义从事的所有活动都享有豁免权 , 通过国际条约消除各国及其

财产豁免问题上的分歧 ,这是我国的立场。

　　笔者认为 , 国际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 、国际组织 、个人 、法人 ,

这四者均是不可缺少的 , 它们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 构成统一体。

在司法实践中 ,我们应站在宏观的角度 ,结合各国国内法的规定 、

国际条约以及相关国际私法规则来进行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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