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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手浏览最新号《财富》杂志，就发现头条专版是中国经济体主题，蛊惑性标题吸引着眼球：“
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中国购买世界”、“为什么奥巴马对中国开火”
。
里面说道：“中国人在资源资源领域里一直沉浸在购买狂欢之中。
现在他们以口袋里的两万亿美元又瞄准了汽车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不动产业。
他们下一步目标会是什么呢？
”“在中国政府巨款支持下，中国人一直在积极进行大胆的大规模海外并购。
这是2000年以来中国进行的122个大型海外并购的世界地图⋯⋯”。
这类报道充斥着当今全球媒体，见惯不惊。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执掌国际经济牛耳的西方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和评价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30年前的1979年，中国是一个僵化计划经济、人民贫穷质朴、经济与世隔绝的国度。
西方主流媒体和舆论从传统的冷战思维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是敌视、冷漠和边缘化。
20年前的1989年，中国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已有期盼、对国际经济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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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海外投资战略与法律对策进行了系统研究。
首先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检讨中国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及投资法定位问题，进而以新兴的发
展中大国特殊立场分析中国的“走出去”海外投资战略，并就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中国企
业海外跨国并购、中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法保护法律框架、中国海外资源投资法律问题和中国企业海外
产业转移法律问题进行阐述。
本书适合作为大专院校法学专业师生及研究人员学习和研究国际经济法及投资法的专业读物，本书所
提出的具体法律对策和分析将有助于政界和企业界关心或致力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决策和进展的人士
进行海外投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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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最大的转折点。
战争结束意味着各国从此告别了以战争手段解决经济争端、开创用合作协商的精神共建国际经济体制
的时代，迎来了人类社会的空前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这个过程充满曲折艰辛，意识形态、民族宗教、社会政治、环境主权等，各种矛盾交织一起，但最终
都让位于对经济繁荣的执着追求。
经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南北矛盾尖锐化，80年代到90年代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痛苦转型
，人类社会终于迎来了WTO的建立，实现了在国际经济体制和规则上的统一。
统一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原理，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社会中则集中体现为经济全球化潮
流下的自由化与20世纪的主导精神国家主权进行着较量。
　　当今国际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是市场和竞争，自然就有胜者和败者。
凭着殖民时代的遗产、技术创新的力量和市场开拓的精神，至今为止发达国家始终是胜者，并享受着
这场经济较量胜利所带来的丰盛大餐。
它们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制定着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引领国际经济发展潮流。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似乎注定要沦为败者，在形式上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中难逃失败命运的面前，一些
国家选择了妥协，积极接受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融人经济全球化，争取早日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并时
有成功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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