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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姚梅镇先生生平及其贡献

 1915年 1月 21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

 1936 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1940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3年～1946年先后应聘到国立商学院、国立贵州大学任教，讲授民、商

法。

 1946年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迁返武汉，受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母校任教，在

法律系讲授民法总论和物权。

 解放后，赴中央政法干校第一期进修一年。回到武汉大学后，院系调整，武

大法律系被撤销，李达校长留任其为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备课组组长。法律系

恢复后，担任法律系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从事马列主义法学基础理论的教

学与研究。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长期下放劳动改造。1976 年“四人

帮”被粉碎后，先生的“错划”问题得以改正。1979 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恢

复重建后，回到法律系担任系副主任并兼任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姚梅镇先生一生献身于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早在从事助教期间,他便翻译了美国孟罗史密斯的《欧陆法律发达史》。这是一

本“上下几千年, 横贯数十国”、文字艰深的论述欧陆法制史名著。1943年完稿,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后经多次印刷, 直至 1950年, 畅销不衰。现在, 台湾商

务印书馆已将之列为世界名著《人人丛书》, 1970年起连续翻印三次。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0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法学译丛也将该书收录其中，直到现在它也

仍然是我国法制史教学中的重要参考书。

姚先生思维敏捷，视野独到，其本科毕业论文就对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问题

进行研究，当时在国际上属于前沿问题。该文获得“大学生全国论文竞赛”第一

名，其中的一章《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之历史发展》，发表于《国立武汉大学社

会科学季刊》1943 年第 8 卷第 1 期。后姚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历经 6载，将其

学位论文纵深拓展，创作宏篇巨著《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论》，完成近百万字的

五卷书稿，只是因故搁置未能及时出版，在十年动乱之中不幸遗失大半，五卷最

终只存一卷，实为学界之遗憾。

“四人帮”倒台后，姚先生他敏锐地意识到：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

就必须加强对国际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于是他选择专攻国际经济法和国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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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此新兴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80 年代初，国际经济法在世界上也是一门

新兴学科，对其研究对象和体系争议颇多。姚先生在博览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

关于国际经济法的著作后，在我国率先倡导打破传统的法学分科，从实际出发，

采取比较的、综合的研究方法，联系国际法和国内法研究国际经济法。经过多年

的学术争鸣，姚先生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学术理论和观点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和采

用，其关于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学说和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和中国

特色，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中代表性的学说，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指导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1985 年其代表作《国际投资法》正式出版，它在国际上首次从资本输入国

法制、资本输出国法制和双边、多边条约的国际法制三个方面，结合国际和国内

判例、学说，对比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对国际投资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加

以全面、系统地综合分析和研究，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投资法学体系，在

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我国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投资法》

仍然沿用其体系。

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姚先生在国际经济法领域成果累累，精品迭出。例如，

著有和主编了八部国家教委及司法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为全国各

高等学校普遍采用，有的再版多次；主持完成了七五规划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外

资法的比较研究》，其出版的最终成果《比较外资法》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著有《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投资法入门》，翻译出版了日本北助敏

一的《国际私法》；发表了多篇重要学术论文，有的被译成英文发表，或被收入

英文版《中国国际法论文选集》向国外发行。

姚先生不仅治学严谨，而且极为注重教书育人。我国于 1981 年恢复学位制

后，正式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博士学位研究生。姚先生是我国首批硕士研究生

导师，1982 年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先生生命

的最后十几年中，他把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扑在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上，

言传身教、诲人不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开拓创新，为国家培养了

一批高级专门人才。在他最早招收并指导的数十名国际经济法硕士、博士研究生

中，不少人已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在学术界成为教

授、博士生导师。

姚先生的突出学术成就和贡献生前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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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首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

书》聘他为法学卷编委兼国际经济法分科主编。先生的著作《国际投资法》、《国

际经济法概论》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纷纷载文予以高度评价，推崇

为经典之作，并分别荣获国家教委第一届、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先

生主持的国际经济法博士点于 1988年被评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联合国际法)，

1992年又被批准为首批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学科。1991年 11月先生荣获国务院关

于“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姚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勤奋敬业，把自己的追求和赤诚的报国之心

灌注到了教学和科研之中，为中国法治建设和中国法学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不愧为法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学人典范！

编者注：此文摘编自2013年10月武汉大学法学院提供的“姚梅镇先生生平及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