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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陈斌彬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着各种挑

战 ,经济主权过时论、废弃论、弱化论、让渡论等思潮此起彼伏。实际上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坚持国家经济主

权并不矛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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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the Principle of State Economic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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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greatly influenc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During the Global2
ization , the state economic sovereignty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The doctrine of the obsolete

sovereignty , the doctrines of the discarding sovereignty , the doctrine of the softening sovereignty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transferring sovereignty have arisen continuously. In fact , Globalization is

not in contradiction with state economic sovereignty.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not only to adhere to the sovereignty but also to realize it .

Key words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 state sovereignty ; state economic sovereignty

　　21 世纪 ,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

流。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在给人类带来无限机

遇的同时 ,也给世界带来许多新问题[1 (13) ] ,国家经

济主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围绕着各国经济主权的

“攻防战”,各国学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辩论 ,经济

主权“过时论”“弱化论”“废弃论”“让渡论”等各种论

调不绝于耳[2 (294) ] 。笔者认为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应注意理清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的关

系 ,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主权。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首要基本规

范[3 ] 。传统国际法一直把国家主权等同于政治主

权 ,二战后 ,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夺得政治上的独

立 ,但在征收境内的外国资产或对其实行国有化

时 ,其行动的合法性普遍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

非议[2 (270) ]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主权后

相当长的时期内 ,本国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其他经

济要害部门仍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宗主国的控制 ,

造成“不发达的发展”的不利局面[4 (164) ] 。20 世纪

50 年代起 ,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自然资源永久主

权原则 ,经济主权开始被提到国际层面上来 ,此后

经过南北双方 20 多年的激烈斗争 ,国家经济主权

原则才通过联大的三个决议 (《资源宣言》《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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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和《经济宪章》) 最终得以全面的确立。对决

议中的某些内容 ,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表示反

对[1 (70) ] ,但迫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体的强大

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硬碰撞”已不符时代潮

流 ,不得不转而采取“软侵蚀”的策略[5 ] 。经济全

球化恰好为这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契机 ,它要求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 ,并在全球

范围内加以配置和重组 ,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

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发达国家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宰着全球化的进程 ,利用

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和参与国际经济

合作的迫切愿望 ,以跨国公司、区域性组织和国际

经济组织为媒介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游戏规则来制

约、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发展中国家脆

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抵御和化解主权风险能

力的有限性 ;而他们要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综合国

力 ,又必须融入全球化的大潮。因此广大的发展

中国家必须善于趋利避害 ,进一步地巩固和坚持

既得的国家经济主权 ,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借全球化提出的几种弱化经济主权

的主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经济主权原则面临

着许多新挑战 ,各种要求国家放弃或削弱其经济

主权的观点层出不穷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国家经济主权“过时”论和“废弃”论。它们

否定“国家主体中心主义”的现有国际法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为国家将不再是国际法和国际经济关

系的基本主体 ,国家主权的核心概念如经济主权、

领土主权等早已过时 ,主张重构与国家经济主权

概念相对应的概念体系 ,如全球经济社会、超国家

经济体系等 ,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主张抛弃国家主

权[7 ] 。其根本目的是要消解现代国家的基本结

构 ,动摇现代民族国家的能力、形式、独立、权威和

合法性[8 ] ,本质上是美国学者杰塞普 ( P. Jessup) 的

“国际政府”和“跨国法优先”等学说在新时期的翻

版 ,依旧带有强烈的经济殖民和大国霸权气息。

2. 国家经济主权“弱化”论。此种观点认为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

的建立、跨国公司利用信息技术的膨胀 ,整个世界

成了没有国界的“地球村”,国家经济主权的神圣

性、国家经济决策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各国的经济体制、贸易

规则、金融秩序等游戏规则的趋同性 ,使得国家经

济主权在这些方面显得软弱无力。这一论调过分

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忽视了国家是经济全

球化的推动者这一根本事实。事实表明 ,任何国

家都不会牺牲自己经济主权的根基来换取相应的

利益 ;相反 ,各国在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强化金融

监管、规制跨国公司的各种限制性商业行为等方

面的管理权能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发达国

家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既得优势鼓吹“弱化”经

济主权 ,是为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赤裸裸的干

涉寻找理论依据 ,实质也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3. 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这一论点主张经

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的矛盾可通过相互让渡

而得到协调 ,“让出一部分主权 ,换取整体的利益 ,

只要是自愿的 ,由本国独立决策 ,就是合理的”[9 ] 。

“让渡论”隐含着经济主权可分的思想。笔者认

为 ,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同样具有抽

象的国家主权的绝对性 ,是不可分割、限制和让渡

的。表面看来 ,国家签订经济条约似乎让渡了其

部分经济主权 ,但这实际上是它在行使自己的经

济主权。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依赖程度不断

加深 ,为谋求共同发展之大计 ,各国通过签订国际

经济条约相互协调利益 ,自愿对本国的涉外经济

立法权做出适当的限制 ,是完全必要的[2 (129) ] 。但

这并不是让渡其经济主权 ,而是各国主权在国际

范围内积极协调作用的结果。例如 ,欧盟法对成

员方经济主权管辖范围的渗透几乎是毫无保留

的 ,但在 2000 年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上 ,英国主张

保留税法否决权是事关经济主权根基的大事 ,据

此拒绝了欧盟在各国实行新的统一税制的做法。

可见在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中 ,各国能接受的对

其经济主权的条约限制是有选择、有限度的。成

员国履行国际经济组织协议的义务 ,并非让渡或

转移经济主权 ,而是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对主

权行使的调整。诚如曾华群教授所言[4 (176) ] ,各国

理应保持本国经济主权的永久性和完整性 ,不能

不顾本国的国情和漠视本国的根本利益 ,接受损

害本国经济主权的国际机制。一位欧洲国家外交

官说得好[10 ] ,大国高喊主权让渡 ,无非是把主权

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 ;如果中小国家让出主权 ,

则意味着两手空空。

　　三、面对全球化应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包括中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 ,这些国家为在

经济全球化中获取应得的利益、增强在国际上的

竞争力 ,其经济主权的行使将变得更富有灵活性

—02—



和艺术性。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 ,经

济霸权主义时隐时现 ,形形色色的主权观念“淡

化”论、“弱化”论时常会在不同的场合悄然出

现[7 ] ,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不断地挑战并试图侵

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使之面临着诸多风险。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应当坚持国家的

经济主权 ,在宏观方面应做到以下几点 :

首先 ,确立全新的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

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 ,经济主权权利和权力

从来就不是绝对的 ,国家在享有权利、行使权力的

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所以 ,要坚持

经济主权的辨证性 ,不能僵化地行使经济主权 ,这

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有主动、灵活的表现。

其次 ,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当经济主

权受到外界无理、蓄意的干涉、侵犯时 ,要坚决维

护本国的合法权力。对可能对本国产生严重冲

击、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非分要求 ,应断

然回绝、寸步不让。

第三 ,要加快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 ,致力于

国内基础产业和幼稚产业竞争力的培植和提升 ,

增强防御和消弭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发展中

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时 ,不仅要坚持国家

经济主权 ,更要以发展的观点来实现国家的经济

主权 ;坚持主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主权 ,而实现主

权则是坚持主权的保证。目前 ,发展中国家在对

外经济主权方面始终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平

等 ,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平等参与和决策

权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在 WTO 体制中 ,各项贸易

事务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 IMF

的决策体制仍是当年由美国主持推行的以“缴资”

多寡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因此 ,发展中国家

应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和沟通 ,注重参与规则和制

度的制订 ,努力推动有利于实现本国经济主权的

国际法的出台。事实证明 ,凡发展中国家团结起

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议题谈判的结果便对发展

中国家有利 ,如《纺织品与服装协议》《TRIMS 协

议》;反之 ,若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 ,谈判的结果就

会对他们很不利 ,如《TRIPS 协议》。总之 ,在全球

化时代 ,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联合与团结 ,提高在

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整体生存能力 ,以集体的力

量改善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逐步推动公正、

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从而达到经济主

权的最终实现。

　　四、结束语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某些发达国家总

认为自己的经济主权是固有而不可侵犯的 ,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却是外部所赋予的。它们对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自始至终都相当敌视 ,无论

是主张主权“过时”“废弃”“弱化”或是“让渡”,其

目的都只有一个 ,即维护自身的主权 ,限制、削弱

甚至取消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历史和现实表明 ,

某些发达国家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自

动放弃其主导权和控制权 ,发展中国家要始终坚

持经济主权 ,团结起来 ,为彻底改革国际经济旧秩

序、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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