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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国际法学》 

                   第二讲  国际法的编纂 

授课章节 第二章第三节 
授课 

专业和年级 

法学专业 

2018 级学生 

标   题 国际法的编纂 授课时长 25 分钟 

教 

学 

目 

的 

掌握内容 

1、国际法编纂的含义与类型； 

2、国际法编纂的意义； 

3、联合国编纂国际法的活动； 

4、中国对国际法编纂和逐步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主要专业

知识内容 

1、国际法编纂的含义与类型； 

2、联合国编纂国际法的活动； 

主要课程

思政映射

与融入点 

1、国际法编纂的意义； 

2、中国对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教学重点 

1、国际法编纂的类型； 

2、联合国编纂国际法的主要活动； 

3、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对国际法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发展成为各国遵守的国际法

规则。 

教学难点 
国际法的逐步发展（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以及中国对国际法逐步发展做出的贡献 

教学方法 

1、视频教学法； 

2、体验式教学； 

3、课程思政法； 

4、课堂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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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导入： 

复习：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第二章“国际法的渊源”的第三节

“国际法的编纂”。在学习新课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前面

学习的“国际法的定义”。根据第一章学习过的内容我们知道，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

家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二、新课讲授：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国际法的编纂（codification），就是把上

述定义中所说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按照一定的规律编

制成为条文化和系统化的法典。因此，国际法的编纂也叫做“国

际法的法典化”。最早提出编制国际法法典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

边沁。 

    一般来说，国际法编纂有两种取向，或者说国际法编纂有

两种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整理现有制度，我习惯把它简称为“整

旧”，意思是指，将现有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订成法典，

使分散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法典化。换句话说，这是对即存的

国际法进行重新排列组合。 

第二个目的是，促进法律发展，我把它简称为“促新”，这

种类型是通过签订国际条约，使各国对国际法的某些问题达成

协议，形成新的法律，并促进其发展。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将思政元素——中国对国际法编

纂与逐渐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融入专业教育——国际法编纂与

逐渐发展） 

下面我们通过中国参与的国际法编纂活动来帮助同学们进

一步加深国际法编纂这一概念的理解。从整体上来看，不论是

近代还是现代，中国对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都作出了重大

贡献。（课程思政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课程思政： 

首先，中国参与了数以百计的多边国际公约的草拟和制订。

譬如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处于无组织状态

的中国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抗战胜利

后派代表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为《联合

国宪章》的签署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 1973

年开始自始至终参加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会议期间，

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团结战斗，排除了重重困难，克

服了各种阻力，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形成做了长期不懈

的努力，从而使体现新的国际海洋秩序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最终顺利诞生。除此以外，中国还是其他诸多国际公约的原始

缔约国或参加国，对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65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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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通过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合国制宪

会议的历史事实，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

正确、英明的政党，当代大学生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时籍此培养学生的大国自豪感、树立起责任担当意识） 

其次，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对国际

法发展的直接贡献。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法发展

的贡献，此处初步介绍，第四章第三节作进一步讲授与学习。）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

际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早在 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

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

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学生介绍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做出的超越贡献。）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被国际社

会所接受。应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全球治理与国

际法治思想的新贡献。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具体

的国际法规则作为支撑；另一方面，这一理念为当代国际法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也为国际法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联合国国际法院前院长史久镛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逐步转化为国际法规则”，史久镛

先生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

新发展观、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丰富了国际法治思想，得

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我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将逐步转化为国际法规则。” 

四、联合国编纂国际法的活动 

     （一）国际法委员会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ILC） 

    1、通常程序： 

   （1）ILC 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编纂选题或大会自行提出选题； 

   （注意：有关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建议不由 ILC 提出，由联

合国大会或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授权机构送交 ILC） 

   （2）ILC 讨论并草拟公约草案； 

   （3）提交大会或召开外交会议讨论通过； 

   （4）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准。 

     2、ILC 的主要编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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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法的“编纂”：确定现有法（整旧） 

    （2）逐渐发展国际法（gradual development）：创立新的国

际法规则（包括为新专题订立规章和全面修订现行规则） 

（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 

    1、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 

主要关注：确立新的国际法规则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国际社会不同于金字塔式的国内

社会，它具有平行社会的性质，国际社会没有凌驾于主权国家

之上的立法机构。因此，包括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在内的具

有编纂与发展国际法功能的机构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借

口干涉他国内政，也不能被西方个别大国挟持，对他国内政指

手画脚。引导学生谈心得体会。） 

    2、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目标：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协调与统一 

    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联合国

秘书处等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人权理事会在有关人权问题上既要

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同时要杜绝用某一国的 模式作标准或将一

国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

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引导

学生谈心得体会。） 

五、小结 

同学们，中国作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是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而且是国际法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是世界上受尊重的国家。这绝不是咱们中国自己标榜自己，而

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识，不信，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小段视

频： 

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国际法编纂的定义与

取向，我们要重点掌握中国对国际法编纂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要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也是国际法编纂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坚决反对一

切不尊重事实、颠倒黑白，对中国横加指责的错误行为。这一

讲内容就讲到这里，同学们下课。 

课堂总结 

一、总结本堂课要求学生掌握的专业知识： 

（一）正确理解国际法编纂的含义并正确区分其类型； 

（二）了解国际法编纂的意义； 

（三）熟悉联合国编纂国际法的基本程序； 

二、回顾本堂课的课程思政映射点与融入点，引导学生充分认

识中国对国际法编纂和逐步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布置课后作业：中国未来还可以在哪些领域对国际法的编

纂与逐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