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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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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漫长的科举历史形成了一批专门术语和相关词汇 ,大体可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

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大类。这些古代科举术语和词汇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大而

专门的概念体系的主体 ,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稳定的

范式可循 ,并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 ,使“科举学”这一内涵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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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转换之际 ,科举考试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它预示着一门新兴的学科‘科举学’正在

形成。”[1 ] (P7)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完善的专学 ,“科举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而其研究对象

又具有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 ,因此其研究规模日渐扩大 ,形成气候。除此以外 ,“科举学”之

所以能够成立 ,还取决于它拥有特定的概念术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学科所下的定义 ,

形成专业术语和词汇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科举学”虽然是以科举为专门研

究对象的学科或学问 ,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只是类似于敦煌学、红学一类传统学科所称的

“学”,但在中国各种专学中 ,可能“科举学”具有最多的专有名词。[2 ]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

形成了成千上万个科举术语和词汇 ,这些科举术语加上现代人在科举研究中概括出的一些词

语和概念 ,构成了“科举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本文着重探讨作为“科举学”概念体系中

主体部分的古代科举术语 ,从中可以看出“科举学”是一门内容广博的独特的专学。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 ,它曾长期左右着

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1300 年间 ,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

心得以维系和共生 ,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由于科举

制度复杂精细 ,系统庞大严密 ,而且影响广泛深刻 ,历时漫长久远 ,因此形成了许多专门术语和

相关词汇。这些科举专门词语既不属于官制名称 ,也不属于学校教育或其他哪一类制度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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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 ,而是一个大的独立的“另类”。所以《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须将科举词汇独立类别 ,《教育

大辞典》等学科辞典也不得不列出“科举”的专门栏目。

大体而言 ,科举术语可以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个

大类。

科目的兴废消长是“科举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因为它不仅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变动 ,而且

往往反映出政府取士政策的调整和社会风尚的变化 ,甚至关系到一代文学与经术的矛盾互动。

科目又可分为常科、制科、武科三类 ,唐代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五经科、四经科、三礼

科、三传科、学究科、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道科、开元礼科、一史科、三史科、童子科等 16 个。

宋代以后新设有九经科、开宝通礼科、春秋科、新明法科、律科、经童科 ⋯⋯德行明经科等 ,这些

科目聚散离合 ,最后归并为德行明经科一科 ,因所取最高科名为进士 ,故通常仍称进士科。不

定期招考的制科在唐代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详明政术可以理人、洞识韬略堪任将帅、经学

优深可为人师、辞殚文律、文词雅丽、下笔成章、武艺超绝、儒学博通、才高位下、志烈秋霜、文史

兼优 ⋯⋯计 120 余科。此外还有兼具制科与铨选性质的考试科目博学宏辞、书判拔萃科等 ,加

上宋代的制科和词科、清末的经济特科等 ,以及古代韩国 (朝鲜) 、越南、日本科举所演变出的各

国科目名称 ,此类科举术语约有 300 个左右。科目名称数量不算太多 ,但却是科举术语中最为

基本和重要的类别之一。

与科目名称密切相关的是科第名称或科第名位 ,简称科名 ,即秀才、举人、进士一类科举头

衔。唐宋时期明经、进士登科或称明经及第、进士及第 ,或直接称为明经、进士。到明清时期科

举定为童生试 (包括县试、府州试、科试等) 、乡试、会试、殿试 4 级之后 ,便形成了生员 (俗称秀

才) 、举人、贡士、进士等固定的科名。每一级科名又有相关的称呼 ,如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

一甲第一名称为状元 ,或称状头、榜头、榜首、殿元、龙首、元魁等 ,第二、三名称为榜眼、探花 ,与

状元合称鼎甲或三鼎甲 ;第二甲第一名为传胪。会试第一名为会元 ,与其他名列前 18 名者都

称为会魁。从唐至清又有乡贡进士、国子监进士、成均进士、太常进士、前进士、诗赋进士、经义

进士、策论进士、律科进士、女真进士、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固定称呼。除部分进士考选为

翰林 (又称点翰林)外 ,进士是最高的科名 ,因此一些较低层次的科名要搭上进士之名作为美

称 ,如岁贡又别称为“岁进士”,举人则称为“乡进士”。举人也有孝廉、乙科、乙榜、一榜、一命、

一第、乡荐、乡选、乡举等别称 ,举人头名为解元 ,前五名为经魁或五魁 ,至今各地酒令都还用五

经魁、五魁手的叫法。又秀才头名称案首。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秀才、举人、进士等科

第名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位 ,其学位性质在清末学制建立后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时按高等学

堂和大学堂专业分类 ,分别奖给毕业生农科举人、工科举人、商科举人、师范科举人、文科进士、

法科进士等名号 ,而且还是在学堂毕业文凭之外奖授的。[3 ]严复便是在多次乡试未中后以经

济特科登第 ,并于宣统元年 (1909 年)受赐为“文科进士”。

贡院又称贡士院 ,或称贡闱、贡场、棘闱、棘院等 ,是专为科举考试而修筑的考场。唐五代

的贡院规制较为简单 ,宋代则不仅省试有贡院 ,而且各州郡也建立了专门的贡院。到明清两

代 ,贡院形制已经规范化、制度化 ,京师和各省贡院严整划一 ,壁垒森严。由于科名中有“黄金

屋”和“颜如玉”,无数士子参加激烈的科场角逐 ,舞弊方法好似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科场条规

和贡院防弊则力图做到密不透风、滴水不漏 ,二者不断在进行“魔”与“道”的智力搏斗。贡院规

制则处处显示出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具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体现出维护考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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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巧匠心。从棘墙、龙门、进题公馆、点名厅、明远楼到外帘区的至公堂、弥封所、誊录所、收

掌房、监试厅 ,再到内帘区的聚奎堂、会经堂、经房 ,以及住在其中的主考官、副考试官、同考官

(十八房) 、誊录、对读等人员 ,均为全国各地统一的名称。而贡院中的主体 ———文场区排列着

成千上万间的号舍 ,即每位考生一间的小考室 ,其形制整齐划一 ,仅与号舍相关的词汇便有号

巷、号板、号灯、号门、号瓦、号军、坐号、乱号 ,等等。明清贡院建筑布局谨严有序 ,在京城中贡

院是规模仅次于皇城 (故宫)的建筑群 ,而在各省会城市中贡院则是最大的建筑群 ,成为科举制

度的具体象征。贡院形制是总结几百年科举考试经验和教训的结果 ,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科

举考试经验的结晶。唐宋以后多数政治家都是通过贡院走上历史舞台的。号舍是明清时期许

多名臣政治生涯的出发点 ,号板则可视为他们踏入仕途的起跳板。作为命题、考试、评卷实际

运作的场所 ,贡院及其规制包含了大量科举专门术语。

考试内容指科举考试的试题内容和应试文体 ,即古代朝鲜科举所说的“科文”。唐宋科举

考试的题型和文体有对策、帖经、墨义、口问、试帖诗、律赋、议论、判、箴、铭、表、诰等。明清时

主要考制义 ,即八股文。八股文又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 ,因题目的来源不同 ,分别被称为

“《四书》文”和“《五经》文”。每篇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

分组成。其题型又分为大题、小题、连章题、全章题、一节题、一句题、半句题、数句题等。八股

文年复一年在《四书》《五经》中命题 ,为防止考生互相蹈袭 ,不得不避熟就生 ,深求隐僻之题 ,于

是便出现了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承上题、冒下题、承上冒下题、半面题、上全下偏题、上偏

下全题、上下俱偏题。还有一类割裂经文所出的截搭题 ,其中又分为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

搭、隔章搭等等。做八股文又称“举业”,八股专家称为“举业家”,仅关于八股文就有上百个术

语。而从汉至清一以贯之的策问考试 ,也有一系列专门词汇 ,如射策、对策、方略策、时务策等 ,

唐代以后甚至长期盛行着一门“策学”。

科第习俗指围绕科举所形成的一些相关习俗 ,其中有些是已经制度化的习俗。科第习俗

也衍生出大量的专门称谓 ,如座主、座师、门生、同年、谢恩、期集、通榜、公荐、省卷、公卷、行卷、

温卷等。欢送报考或庆祝科举及第所举行的宴会 ,前后就出现过鹿鸣宴、曲江宴、闻喜宴、恩荣

宴、琼林宴、会武宴、鹰扬宴等。而放榜后相关习俗词汇如喜报或捷报、跑报、头报、二报等还有

许多。另外 ,考试机构、考官称谓、考试场次等等也有不少专门术语。限于篇幅 ,不再详举。

美国学者贾志扬 (John W. Chaffee)在《宋代科举》一书中列有“考试术语”专节讨论科举词

汇问题 ,他认为宋代科举制度最引人兴趣的特征之一是往往用丰富多彩的词汇来代替比较枯

燥乏味的制度术语。这些词汇有时强调的是古代的先例和皇帝在选举中的作用 ,如科举本身

往往被称为“大比”,“乡贡”或“贡士”是指在贡院中选拔的“举人”。在另一些场合中 ,通俗的术

语强调的是成功的光荣 :殿试第一名“状元”,有时称为“大魁”或“龙首”;列出及第者姓名的

“榜”,有时也称为“桂籍”。这些可以容易地增多的语言创造的例子 ,是科举在宋代精英社会中

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的证明。[4 ] (P157)李弘祺在研究《宋会要·选举类》和《文献通考·选举

考》中的有关考试的条目、词汇后感叹说 ,“宋人关于考试的概念是多么广泛和复杂”。[5 ] (P246

- 248)实际上 ,到明清两代 ,除了科目名称减少以外 ,其他各类科举术语比宋代还要繁杂许多。

这些庞杂的科举术语和相关词汇 ,构成了“科举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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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人对大多数科举术语和词汇已很陌生 ,但这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术语在科举时代

却是绝大多数读书人都耳熟能详、了然于胸的。这就像八股文 ,已没有多少现代人能够读懂 ,

而在当时写八股文却是每一位读书应举者的基本功。相对中国古代其他制度而言 ,科举制的

长期性和稳定性是十分突出的。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心 ,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

喜剧 ,这些科举术语便被不同年代的千百万读书人所重复使用 ,其中相当部分成为科举时代家

喻户晓的词汇 ,超出科举的范围而广泛流行于社会 ,有的至今还有生命力 ,如状元、秀才、发榜、

落第、八股、密封、科目等词语还常为人们所使用。

数量众多的科举术语和词汇的释义及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字学研究就是相

当专门的学问。由于科举历史悠久 ,某些科目名称在逐渐演变、分化和组合 ,一些术语的内涵

发生变迁 ,一些概念的含义前后有所不同 ,相当复杂。例如隋代的“秀才”与明清的“秀才”含义

不一样 ,“贡举”、“科举”、“科目”等名称之内涵前后也有所变化 ,若不加细究 ,便很容易发生错

误。如现代常有人闹不清楚秀才名目的演变 ,对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苏轼《潮州韩文公庙

堂碑》分别称同一人 (赵德)为秀才和进士感到困惑。只有将秀才一词内涵的演进弄清 ,才能读

懂许多相关文献。[6 ]今天学术界对科举起源问题聚讼纷纭 ,歧异颇大 ,也与对“科举”一词的

定义看法不同有关。只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才能理清大量科举术语和相关词汇的含义和

发展脉络。

为了系统整理科举术语和概念并给研究者提供方便 ,一些学者或出版社计划编纂出版专

门的科举辞典。按照专门辞典的编写通例 ,《科举大辞典》或《中国科举辞典》就不仅收录科举

制度术语 ,还应包括重要的科举事件如科场案、重要的科举人物如状元和著名考官、重要的科

举文献如登科记和题名录之类 ,以及科举典故和特殊科榜名称等等 ,从这几方面来看 ,“科举

学”实在是一门研究内容极为广博的专学。

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历史上 ,科场风云变化多端 ,风波迭起 ,发生过一系列科举事件和科场

案。由于“朝廷设文学之科 ,以求髦俊 ,台阁清选 ,莫不由兹”[7 ] (P1382) ,科举不仅关系到士人的

身家命运和家庭的兴衰荣辱 ,而且与朝廷中政治势力的升沉消长休戚相关 ,因此科名既是士子

个人竭尽全力追求的对象 ,也是不同利益集团关注和竞争的目标。参加科举考试被举子视为

“文战”,科场有如个人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较量的战场 ,有时也是政治集团和派别进行政治角

力的场域。历史上发生的 6 次有关科举存废利弊之争 ,宋明两代的科举南北地域之争 ,便反映

出各种派别的矛盾和斗争。而历代皆有、清代最烈处罚也最重的科场案 ,更是科举事件的典型

例子。一系列的科举争论或科举事件往往都伴随着制度的改革变动 ,与之相关也产生了不少

科举词汇。

状元为“人中之龙”和“一科之长”,在科举时代具有无尚的荣耀 ,宋代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

比 ,甚至有领兵数十万恢复幽州、蓟州 ,班师凯旋都不可与状元相比的说法。状元是科举制度

的产物和代表 ,民间不少人将科举直接理解为“考状元”。如果编科举辞典 ,自然应该收有状

元 ,其数量仅文状元就有 700 余人 ,过去也已出版过《中国状元词典》。状元收了 ,那么榜眼、探

花、会元呢 ? 这也是科举时代非常难得的科名 ,其中仅清代就出过王鸣盛、赵翼、俞大猷、冯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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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张之洞等著名人物。还有解元呢 ? 每三年全省才出一名 ,也相当难能可贵 ,但若收录的话

明清两代多数省份都各有 200 余名解元。如果扩大到进士 ,即使是从 10 万名进士中挑选出最

著名的一小部分 ,也有数千人之多 ,因为当时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 ,其他如从韩愈、朱熹到蔡

元培等大教育家 ,从包拯到海瑞一类著名清官 ,从文天祥、于谦到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皆为进士

出身者。仅列一流进士人物 ,便是一份十分壮观的名单。另外 ,皇帝是殿试的名义主考官 ,而

且不少皇帝确也亲自出题和阅卷 ,并决定历次科举改革 ,算不算科举相关人物 ? 如果不算也

罢 ,但像白居易、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一类大臣学者 ,自己是进士出身 ,又当过中央

一级考试的主考官 ,还提出过不少改革科举的方案并付诸实施 ,总不应排除在外 ,而林则徐等

人也主持过多个省份的乡试并有所改革 ,对这些著名人物确实是不易取舍的。“凡国之大柄 ,

莫先择士。”[8 ] (P3431)科举取才是国家大事 ,主持科举的考官职责重大 ,故唐代有“礼部侍郎重

于宰相”的说法。[9 ] (P5153)因此 ,对与科举密切相关的科举人物完全不录不行 ,收录的话则科

举辞典人物部分几乎就等于中国古代名人大辞典。

科举文献是指科举制度及其相关内容的文字记录 ,它的外延非常大 ,包括考试教材、科目、

试卷内容、格式、阅卷方法、规程、朝廷贡举律令、诏书、登科录、科举题名录、各地方志中的选举

志等。[10 ] 有的论者认为科举文献还包括登科的人物、科场事项以及为指导应付考试的有关

程文、墨卷、拟题、选本、房稿、时文、类书等。[11 ] 在浩如烟海的科举文献中 ,登科记、题名录、

登科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闱墨、朱卷等是核心文献 ,这些专门名词

本身就是丰富的科举词汇中的一个类别 ,而登科录、进士录、朱卷等是当时官方编印的载有及

第者三代或五代以上祖先的文献 ,其史料价值早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公认。20 世纪 60 年代 ,

何炳棣在美国根据明清各科进士题名录所载数万名进士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对当时中国的

社会阶层流动率作过详细的实证研究 ,曾引起西方社会史学界的惊叹。最近也有学者通过朱

卷的准确记载来考证发现一些人物悬而未决的籍贯和生年问题。[12 ]由于科举与士人的命运

息息相关 ,多数著名人物都经历过科举生涯 ,且中举及第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落第而归也是

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 ,因此隋唐以后多数史志、文集、笔记、小说等都曾言及科举。中国有

关科举的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 ,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资料。

当然 ,专门的科举辞典只能选录部分登科录和古代主要的科举研究著作等核心科举文献。

成语典故为数众多也是科举术语包罗宏富的一个方面。科举制的长期实行形成了许多成

语典故和谣谚 ,如金榜题名、名落孙山、状元及第、五子登科、连中三元、沆瀣一气、英雄入彀、千

佛名经、淡墨书榜、朱衣点头、破天荒、金举人银进士、秀才封肩举人封脚、秀才无假客无真 ,等

等。科举故事逸闻是如此之多 ,以至现今有《科举故事百则》、《中国古代科举百态》、《科举奇

闻》、《中华状元奇闻大观》之类的书籍出版。历代科榜不仅有春榜、秋榜、杏榜、桂榜、甲榜、乙

榜、右榜、左榜等专门名词 ,而且还因各榜录取人物的特殊性出现过龙虎榜、五老榜、相骂榜、橘

皮榜、南北榜、春夏榜等特殊榜名 ,朝鲜历史上也有“粉红榜”等类似情形 ,并称文科举榜名为

“龙榜”、武举榜为“虎榜”。这些都是科举词典应收录的条目内容 ,也是科举术语和词汇的组成

部分。

除了科举时代逐渐形成的术语词汇之外 ,20 世纪现代人在科举研究中还发展概括出一些

词语和概念 ,如科举时代、科举教育、科举社会、科第社会、科举文化、科举文学、科举文献、科举

人物、科举生涯、科举生活、场屋生涯、科举传统、科举心理、科举习俗、科举学位、科举人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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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地理、科第世家、正统科举、旁系科举、洪宪科举、科举学 ,等等。因为科举在一千多年中影响

无所不在 ,所以许多事物和文化现象冠上科举二字都有特定的内涵而可以明白。如科举地理

指的是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牵涉到全国各地的科名多寡和文风升降 ;科举人口指参加科举的

人口 ,是一个庞大的成份复杂、社会参与广泛的知识阶层[13 ] ;科举时代、科举文化等概念是被

许多著名学者所使用的词语 ;欧美学者经常使用科举生涯这一概念来形容古代千百万官员、文

人的共同经历 ;科举社会一词甚至可以用来形容当代重视考试的社会 , 1947 年 , 费孝通针对

美国父母很看重儿女的考试分数的情况 , 就曾说“美国真是个十足的科举社会”[14 ] (P172) ,等

等。这些新发展的词汇并非将科举与其他词汇生拉硬扯在一起故意拼凑 ,而是有内在有机联

系的概念。

这样 ,“科举学”中的术语和概念主体部分为长期流传下来并约定俗成的 ,还有一些是通过

对研究对象的种种表象 ,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综合和比较后 ,抽象概括出来的。这些组成“科

举学”的概念术语 ,虽数量巨大 ,达到数千个甚至上万个 ,但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

性 ,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 ,从而形成了一门学科所必要的概念体系。[ 15 ]“科举

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带有某种专业用语的性质 ,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

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一定的研究范式可循 ,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

架 ,使“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考试中心统计分析与科研处. 正视历史 ,借鉴经验 [A ] .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

[ C]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 ]刘海峰. 科举学发凡[J ] . 厦门大学学报 ,1994 , (1) .

[3 ]刘海峰. 论科举的高等教育考试性质[J ] . 高等教育研究 ,1994 , (2) .

[4 ]John W. Chaffee1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1 Cambridge : Cam2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5 ]李弘祺. 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M] .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

[6 ]刘海峰. 再论唐代秀才科的存废[J ] . 历史研究 ,1999 , (1) .

[7 ]王溥. 唐会要 :卷 76·进士[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8 ]刘日句 ,等. 旧唐书 :卷 119·杨绾传[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卷 169·韦贯之传[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0 ]沈登苗. 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J ] . 浙江学刊 ,1998 , (2) .

[11 ]张祝平.《四库全书》与科举文献[J ] . 贵州社会科学 ,1995 , (3) .

[12 ]张杰. 新发现高鹗会试履历中的籍贯与生年 (科举朱卷研究之一) [J ] . 清史研究 ,1999 , (4) .

[13 ]王跃生. 清代科举人口研究[J ] . 人口研究 ,1989 , (3) .

[14 ]费孝通. 美国与美国人[M] .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15 ]田建荣. 科举学 :理论、体系与方法[J ] . 广西大学学报 ,2000 , (2) .

[责任编辑 :洪峻峰 ]

·98·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by LIAO Quan2wen and HE Yan2zhen

Abstract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in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ing. Firstly , the diverse pays make it ambiguous in the accounting of employee’s cost .

Secondly, the means on the performance are too soft to have enough persuasiveness. Thirdly , the
coexistence of the marketing price and the planning price makes compensation structure irrational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in economic system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will be part of enterprise

strategies , and the pay level will be decided by both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 the enterprises should make out rational

compensation policy to improve manpower efficiency , and employees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change their value idea.

Key word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 compensation ; management

The Specif ic Terminology in Keju and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Kejuology

by LIU Hai2feng

Abstract :Many specific terms and relevant words came into being during the far - flung hist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y can be labeled roughly as the following species : subject titles , imperial

grades , imperial regulations , contents of examinations and imperial customs. These ancient terms
constitute the main body of the immense and special conceptual system of Kejuology ,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s the result , Kejuology has its own specific linguistic system and

academic standard , which provide stated research format for researchers to follow and strongly support the

frame of Kejuology as a discipline. That accounts for the emergence of Kejuology as a specific subject in
the academic field.

Key words :Keju , imperial examination , term , concept

Observation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Substantive International La w on
Foreign Investment

by LI Wan2qiang

Abstract :The last 20 years have seen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spared no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lib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They maintained that it should be prompt , thoroughgoing and

purpose - built . As far as the legal approaches go , the concluding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 the
drafting of other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and the award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ir pursuit of the above - mentioned goal . As a result , legal rules on the investment are

internationalized and the substance of such rules undergoes a transformation in favor of foreign investors.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make a good assess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so a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is chang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substantive legal

rules ,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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