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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课程英文名称： （Public）International Law  

课程代码： 020202211           

课程性质：专业课（必修） 

适用专业：本科法学专业 

总学时数： 48（理论课学时：44；实践课学时：4；总学分数：4）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性质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一门主要调整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重要法律领

域，它是具有悠久发展历史、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国际法学是面向

21 世纪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之一，是为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专门法律人才，满足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而设置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主流。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交往关系十分发达的

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与其它民族、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发生

联系和交流。国际公法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保障国际人权和私人利益，维护世界

和平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学本科学生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其掌握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律准

则，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力所能及地推动和促进国际社会的法治。 

本课程属于专业必修课程。学生应在学习基本的法律课程后学习本课程，本课程也是进

一步学习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等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1、课程专业目标： 

（1）使学生扎实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理论（总论部分）：全面理解并识记国际法的性质与

发展、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上的国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等基础知识； 

（2）使学生掌握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分论部分）：掌握国家领土法、空间法、国际海

洋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条约法、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 

（3）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国际法基本理论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能力，通过模拟法

庭等实践活动使学生初步具备一定的司法实务能力。 

2、课程育人目标： 

（1）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引导当代大学生牢固树立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教学内容选择与安排”部分简称“核心价值观”）； 

（2）培养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大国荣誉感、强国意识感，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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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3）帮助学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拨云见日，正确认识中国在当代国际法发展中

面临的种种挑战与机遇； 

（4）指导学生树立起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崇高理想，同时以爱国主义精神

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力求使学生在涉外法务中树立起良好的中国形象，怀揣国际主义，维

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 

 

（三）课程教学的总体要求 

 

1、知识要求（熟练掌握、掌握、理解、了解） 

（1）熟练掌握国际法的的渊源；基本原则；国家的基本权利和相关的制度；国际法律责任；

不同的空间区域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所适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海洋法和领土法；国

际法上与居民相关的主要制度；外交领事关系中的各项法律规则；条约法的基本内容和制度；

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法和程序；战争与武装冲突中的主要法律规则。   

（2）掌握国际法的概念、特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上的承认、国家继承、过

境通行权等。 

（3）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的编篡、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国际法律责任的

免除和履行、国家领土的变更、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律制度、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

全的犯罪及其惩治、领事特权与豁免、条约的缔结和效力、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解决国际

争端的法律方法。 

（4）了解国际法的历史发展、国际罪行、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制度、航空法的历史发展、

难民及其法律地位、南极及北极的法律制度、领事及领事馆法律制度、条约的修正与修改、

区域性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方法和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2、能力要求 

会用国际法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国际问题，包括国家完整和领土主权、东

海、南海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国面临的与中国崛起相关联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

的各种问题。 

 

3、素质要求 

具有清醒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头脑；具备客观分析中国面临的各种困苦磨

难，并能容忍暂时的委屈的胸怀。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引导当代大学生牢固树立并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学内容选择与安排”部分简称“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大国荣誉感、强国意识感，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 

 

（四）课程基本内容概述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必修课。它系统地介绍现代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分析一

些重要理论问题，包括新出现的问题。国际公法学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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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中，重点讲授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国际法的概念、发展、主体、渊源、

效力根据、与国内法的关系、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及政府的承

认和继承制度、国家责任问题以及其他实体或个体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第二部分为分论，在

分论部分中，分别讲授国际法的各个领域及其部门法，如国际法上的居民及人权的国际保护，

国家领土，国际海洋法，航空法，外层空间法，外交领事关系法，国际组织法，条约法，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及国际司法制度，还有集体安全保障制度，武装冲突法等等。 

 

（五）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

诉法。 

后续课程：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投资法、国际税法、国际货币金融法。 

 

二、课程教学总体安排 

（一）学时分配建议表 

学时分配建议表 

课  程  内  容 
教  学  环  节 

讲 课 习题课 实 践 课程思政 

绪论 

第一节  国际法的重要性与国际法学研究

的对象和方法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际法的

贡献 

第三节  中国国际法学的形成与发展 

1   √ 

第一章 国际法的概念、性质及其发展 

第一节  国际法的定义 

第二节  国际法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节  国际法的性质与效力 

2     √ 

第二章 国际法的渊源 

第一节  国际法的渊源 

第二节  国际法的编纂 

2   √ 

第三章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第一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学说 

第二节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第三节  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2     √ 

第四章 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2     √ 

第五章 国际法的主体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法主体的种类 

第三节  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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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法上的国家 

第一节  国家的要素与类型 

第二节  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三节  国家豁免 

第四节  国际法上的承认 

第五节  国际法上的继承 

4   √ 

第七章 国际组织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组织的一般法律制度 

第三节  联合国及其法律制度 

第四节  专门性国际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第五节  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第六节  中国与国际组织 

3  1 √ 

第八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 

第一节  个人的国籍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与待遇 

第三节  引渡与庇护 

第四节  难民 

3   √ 

第九章 国际人权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对象与范围 

第三节  国际人权保护的监督机制 

第四节  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与

实践 

1    

第十章 国家领土法 

第一节  国家领土的概念与构成 

第二节  领土的取得与变更 

第三节  领土主权及其限制 

第四节  边界与边境制度 

第五节  南极和北极 

3  1 √ 

第十一章 国际海洋法 

第一节  国际海洋法的发展 

第二节  领海与毗连区 

第三节  专属经济区 

第四节  大陆架制度 

第五节  用于航行的海峡及群岛水域 

第六节  公海 

第七节  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4  1 √ 

第十二章 空间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空气空间法 

第三节 外层空间法 

1   √ 

第十三章 条约法 

第一节 概述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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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条约的缔结 

第三节 条约的保留 

第四节 条约的生效与暂时适用 

第五节 条约的遵守与适用 

第六节 条约与第三方 

第七节 条约的稀释 

第八节  条约的修订、终止与无效 

第十四章 外交与领事关系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外交机关与外交人员 

第三节  外交特权与豁免 

第四节  领事关系法 

第五节  中国关于外交和领事特权与豁免

的规定 

3  1 √ 

第十五章 国际责任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第三节  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 

2   √ 

第十六章 国际争端解决法 

第一节 国际争端的特点与类型 

第二节 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法 

第三节 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 

第四节  中国解决国际争端的立场与实践 

2   √ 

第十七章  国际刑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国际罪行 

第四节  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1.5   √ 

第十八章 国际人道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与特点 

第三节  对战争受难者的保护 

第四节  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 

第五节  战俘待遇 

1.5   √ 

总计（学时） 44  4  

 

（二）推荐教材及参考书目（按照编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日期顺序列出） 

 

1、教材 

《国际公法学》编写组，《国际公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8月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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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目 

（1）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3月第二版； 

（2）何英著，《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 5月版； 

（3）邵津主编，《国际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 

（5）梁西、王献枢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6）白桂梅、李红云编，《国际法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吴刚，《国际法》（英文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 

（8）端木正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9）程晓霞、余民才主编，《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曾令良、饶戈平，《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5 年 

（11）梁淑英主编，《国际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 

（12）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3）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14）孔慈：《变动中之国际法》，王学理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 

（15）Sir Robert Jennings and Sir Arthur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2.  

（16）Starke’s International Law, 11th ed., London：Butterworth & Co (Publishers) Ltd.1994. 

（17）Peter Malanczuk,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18）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Antonio Casses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Fifth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Valerie Epps,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9. 

G. I. Tunki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3、网络资源： 

（1）中国南海网： 

 http://www.thesouthchinasea.org.cn/ 

（2）南海网：http://www.hinews.cn/ 

（3）中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 

（4）新华网：《习近平报道专集：习主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共鸣》，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8/c_1210153933.htm。 

（5）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 

（6）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 

（7）国际法院：https://www.icj-cij.org/ 

（8）国际海洋法法庭：https://www.itlos.org/ 

（9）上海合作组织：http://www.sectsco.org/ 

（10）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https://www.aiib.org/en/index.html 

 

 

http://www.thesouthchinasea.org.cn/
http://www.hinews.cn/
https://www.fmprc.gov.cn/web/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8/c_1210153933.htm
http://cpc.people.com.cn/
http://www.sect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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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考试 

2、成绩构成  期末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率、参与课堂教学、

模拟法庭练习等） 

3、考核与评定方式：在传统闭卷考试中增加“开放性主观题”，着重考察对相关国际法

问题的政治分析与导向判断； 

4、考核内容：增加课程教学中映射与融入点的考查，将学生的政治素养纳入评分范畴。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绪论 

 

【教学目标】 

了解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让学生充分认识学习《国际法学》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国际法的地位与重要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课程思政法 

【教学主要内容】 

一、课程导入： 

（以设问方式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的兴趣）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门崭新的课程，首先请同学们

大声告诉我这门课程叫什么？很好，这门课程就叫做《国际法学》。我们首先来学习《国际

法学》绪论部分的第一节“国际法的重要性与国际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我们先来看第

一个问题：“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 

同学们，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同学们在学习一门新课程之前心里想得

最多的是什么呢？哦，对了，同学们一般会在心里想啊，这门课由哪位老师上啊？上课的老

师长得怎么样啊？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是漂亮还是样貌平平，等等。除此以外，同学

们通常还会在心里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这门课程啊，学习这门课程到底有什么

用处啊？到底是纯粹应付考试还是确实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呢。 

（从一般到具体，归束学生的专业思维方向） 

具体到国际法学这门课程，我们同学们自然也就关心学习国际法学有什么用处，换言之，

国际法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帮助同学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来分

析一个案例。我们先来看这个案例的英文版，顺便说一句，学好英语对学好国际法学有很大

的帮助。 

二、案例分析： 

（通过中英双语对照的形式，让学生感受《国际法学》的“高大上”与“柔情美”） 

In April 1864, Prussia sent Li Sifu as a foreign minister to China. When Li 

arrived in Dagu estuary（河口）, Tianjin, China by the warship “antelope”, he found 

three Danish merchant ships there. At that time, the second war of Schleswig（石

勒苏益格，丹麦南部城市）was on in Europe over the territory. Then, the Prussian 

warships arrested the three Danish merchant 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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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强调清政府即便是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

下，部分开明人士仍有维护国家利益与主持公道的强烈愿望，中华民族从不缺少东方睿智。） 

Heard of that,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regarded it as an infringement 

of its national sovereignty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ions written by Wheaton, the 

sixth section of chapter four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that book reads: “the sea 

administrated by a State includes the seas hugged by long rocks and the seas along 

its coast within ten miles offshore, for that distance could be covered by cannon 

shot.” So the government of Qing expressed strong opposition to（严正交涉）Prussia 

and forced it to release the 2 merchant ships arrested and reimbursed the estimated 

price of the third one.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案例的内容，下面我们用中文再解读一篇，解读完之后请两到

三位同学回答后面的两个问题。 

1864 年 4 月，普鲁士政府派遣李斯福到中国担任外交大臣。当李斯福乘坐的军舰“羚

羊号”抵达中国天津大沽口海域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三艘丹麦商船。在当时，普鲁士和丹

麦两个欧洲国家正因领土问题而交战，于是，普鲁士军舰拿捕了这三艘丹麦商船。听闻该消

息后，清政府认为普鲁士军舰在中国海面拿捕丹麦商船，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于是，清政

府与普鲁士外交大臣进行了严正交涉。 

因为清政府发现，美国国际法学家惠顿的《万国公法》第 2卷第 4章第 6节记载了以下

内容：“各国所管海面，及澳港长矶所抱之海，此外更有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

归其辖也。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他国不与也”。最终，普鲁士

军舰被迫释放了两艘丹麦商船，并对另一艘商船进行了赔偿。 

回答： 

   1．清政府据以行使主权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 

   2．该事件的意义是什么？  

三、分析讨论并回答问题，教师解析案例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通过让学生自行分析案例中包含的思想教育元素，这些元素

包括但不限于：有国才有家；国家强大人民安康；大国形象的建立与维持，……）                       

    刚才同学们对案件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分析得都比较好。下面我进一步分析总结一

下。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比较明确，清政府为丹麦主张权利的依据，就是美国国际法学家

惠顿的《万国公法》，如果要回答详细一点也可以，那就是，美国国际法学家惠顿的《万国

公法》第 2卷第 4章第 6节的内容。也就是说，在惠顿的相关著作中，阐述了各国对沿海地

区的管辖权，这种权利我们今天把它叫作属地管辖权，这也是现代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四种基

本类型之一。既然普鲁士是在我国领海拿捕丹麦商船，我国无疑有权行使属地管辖权。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马工程教材阐述了三个作用。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首

先，国际法，它是国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试想，如果清政府当时不依据国际法和平解

决这场纠纷，势必会使普鲁士与丹麦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同时也会使我们的国家利益受到损

害。其次，国际法是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的需要。同学们，我们刚才在前面分析说，清政府

依据惠顿的专著为丹麦主张权利，为什么清政府当年没有依据某某条约或者某某公约来主张

权利呢？同学们现在可能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学到后面特别是国际法渊源以及条约法

部分的内容就会知道，当时啊，压根儿就没有相关条约或公约，因此只能依据学者的学说。

但是，到了今天，各个领域的条约与公约越来越多，各方面的规定也越来越细，权威国际法

学者的学说能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最后，国际法是个人（自然人）生活和福祉的需要，

也是法人经营活动的需要。如果没有国际法的约束，一国动辄对他国进行侵略，咱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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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咱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无法进一

步向纵深发展，伟大的中国梦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四、课程思政总结：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将本节专业知识“国际法学的地位与作用”与思政元素“爱国

爱家、树立强国意识”一一映射，无缝融入，既保证专业教育的有效性，又确保思政教育在

专业课中的“润物无声”教育功能，从而实现专业学习育人教育的同步与双赢。） 

各位同学，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从我国近代甚至是古代，中华民族就充分地认识到

国际法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地将其作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

一定要更加学好国际法，学会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以及我国公民、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的

利益，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奉献我们的青春和热血。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布置课后小论文，使思政教育效果“入心”、“入脑”。） 

同学们，这一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课后请同学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使国际

法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然后写一篇 1000 字左右的小论文。好，同学们

下课！ 

 

第一章 国际法的性质与发展 

【教学目标】 

本章是整个国际法课程的基础。通过学习本章内容，使学生对国际法有初步的认识与了

解，为学习国际法的全部内容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难点（1）国际法的定义；(2)国际法的法律性质；(3)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教学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际法的定义 

⚫ 一、国际法的名称演变与定义 

        （一）萌芽：古罗马（公元前9世纪——476/1453）： 

       市民法（jus civile）：调整罗马人之间的法律； 

       万民法（jus gentium）：调整罗马人与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相互之间的法律。 

       思考：古罗马的“万民法”是国际法吗？它与国际法有何区别？ 

    （二）首次使用：十七世纪 

        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 ，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1623-1624）中

首次使用“万民法”来阐述调整国家之间的法律。使万民法具有万国法（the law of  

nations）的性质。 

        （三）广泛认同：十九世纪 

        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一书中首次使用 

international law 或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四）国际法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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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西主编：《国际法》（修订第二版），200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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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一）众多国家并存并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国际关系是国际法的规范客体，离开国际

关系，国际法则无可存在；没有国际法的规范作用，国际关系则陷入无序。 

         （二）国际法从属于国际政治。 

        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实力（政治、经济、军事等）在很大程度上既决定该国对国际

政治的影响力，也决定着该国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力。 

⚫ 三、国际法的性质与特征  

        （一）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是不是法律？ 

          1、国际社会没有像国内社会的统一立法机构； 

           2、国际法不能像国内法一样得以强制执行。        

          1、国际社会也有自己独特的立法模式，各国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制定国际法原

则、规则和制度； 

          2、大多数国家都认同国际法的存在，当它们的行为违反国际法时，它们并不否

认国际法的存在，而只是试图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 

          3、国际法对其主体同样有法律约束力。国际法采取不同于国内法的特殊强制实

施方式。国际法主要依靠国际法主体本身单独或集体的力量强制实施。 

⚫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  

        《联合国宪章》第42条： 

    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

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

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第41条：安全理事会得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

员国执行此项办法。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

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              

⚫ 国际法性质之新发展： 

        传统认识：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即“国家间法”； 

        现在普遍认为：虽然国际法仍然主要是调整国家间的法律，但它不再只是国家间的

法律，而是属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 

        结论：国际法是法，但与国内法相比，有学者认为它是“软软的法”或“弱弱的法”。 

        软法（soft law） 

        弱法（weak law） 

         （二）国际法效力的范围 

       1、国际法适用的地域范围 

        普遍国际法（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对一切国家（以及其他国际法主体）

均有拘束力的国际法称为普遍国际法。    

        一般国际法（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对很多国家但并非一切国家及其他

国际法主体均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称为一般国际法。 

        特殊国际法（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law）：是指只对两个或少数国家有拘束

力的国际法。 

        区域性国际法（regional international law）：指适用于特定区域内国家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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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2、国际法的时效（时间效力范围） 

        成文国际法：效力从约定 

        习惯国际法：效力持久，除非被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取代。 

 

第二节 国际法的起源与发展 

一、古代社会及中世纪的国际法 

        （一）古代社会（远古——476年） 

        1、条约 

        （1）公元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之间出现条约； 

        （2）公元前1291年（1284年）出现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条约：埃及法老拉姆捷斯二

世与赫梯皇帝哈图希里二世所签署的和约。 

        2、仲裁：战争发生前采用的争端解决办法 

        （二）中世纪（476——1648年）：四个时期 

        1、 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时期（400-800年） 

        2、中世纪早期（800-1300年） 

        在上述两个时期里，由于罗马教皇和皇帝是欧洲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形成了一个

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基督教社会，国际法适用的空间很小，国际法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 

 

        3、中世纪后期（1300-1500年）： 

        两项制度得以发展： 

        （1）常驻使团开始设立； 

        （2）通过订立条约取得和划分海外领土。 

        4、西班牙时代（1500-1648年）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及英国等海洋强国争夺海洋权利，确立了“海洋自由”原则。 

 

   二、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1648——1914年） 

        （一）标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 

        1、结束了新教与旧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2、促成了一大批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城邦国家取得了独立，使荷兰和瑞士成为主权

国家； 

        3、确立了领土主权、国家平等、条约必须信守等基本原则； 

        4、建立了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制度。 

        （二）发展： 

        1、1789年法国大革命（《权利法案》、《国家权利宣言》）以及1806-1815年的拿破仑

战争（加速神圣罗马帝国的解散）促进了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形成了人权平等原则、不干涉

原则、海洋自 由原则等基本原则。 

        2、“欧洲协作”时期（1815-1914年）创造性地发展了国际法。 

        （1）开创和发展了定期多边会议制度。 

        为19世纪下半叶建立国际河流管理机构和国际行政联盟及20世纪建立普遍性国际

组织奠定了基础。 

        （2）促进了外交制度的法典化。 

        ① 欧洲国家间派遣和接受常驻使节成为一种通例； 

        ② 1815年《维也纳公会文件》的附件第一次正式将外交代表分为大使（教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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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和其他全权代表三级。 

        （3） 促进了国际条约数量的明显增多和种类的多样化：多边、双边；政治、通商、

贸易、宗教、海洋等。 

        （4）明确禁止奴隶买卖，为反对种族歧视和人权法的发展发挥了先导性的作用。 

        （5）国际贸易推动了国际河流制度的建立 。 

        （6）战争法、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的编纂有了新的突破   

（三）反动性（局限性） 

       1、有明显的强权政治、欧洲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 

       2、19世纪西方列强扩大适用国际法也是满足其侵略和扩张的需要。  

 

三、现代国际法的发展（1914——1945年） 

       （一）标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或一战结束（国际联盟的成立）  

        （二）表现： 

        1、国际法主体的数量急剧增加；（一战爆发前54；二战结束时70多） 

        2、国际法客体和领域不断扩展，纯属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相对缩小；（政治、军事；

海洋、通商） 

        3、国际社会日益组织化，促使国际法的制定从分散的状态朝着更加集中的方向发

展。 

        （1）国际组织提高了国际习惯辨识和确认的速度和效率； 

        （2）国际组织催生了官方国际法编纂活动。 

       4、国际法更具有时代进步性，更符合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和需要。 

       5、国际法的强制力进一步加强，国际法的遵守机制更趋完善。   

         

四、当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与挑战（1945年至今） 

      （一）国际法的适用领域或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UN会员国：50；193） 

      （二）国际法上“对一切义务”（对世义务、对人类义务）或 

“共同体义务”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国际法的强制效力； 

        1、是一种旨在保护和平、人权、环境保护等基本价值的义务；   

        2、是一种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或人类整体的义务； 

        3、是一种属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利而产生的义务； 

        4、与该义务对应的权利可由任何国家行使，不以该国在物质上或道德上受到因违

反该义务而造成的损害为前提； 

        5、这种权利是代表国际社会整体为维护整个国际共同体基本价值而行使的； 

        （三）21世纪的国际法人本化趋势尤为突出。国际法越来越注重单个人和整个人类

的法律地位及其各种权益的确立、维护和实现。 

        （四）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取得历史性突破。 

 

第三节  国际法的性质与效力 

一、中国古代国际法的遗迹 

        （一）诸侯间形成“礼、信、敬、义”等习惯和规则，“信”近似国际道德，“敬”

近似国际礼节，“义”近似国际规则。 

        （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视远夷为蛮夷，责万国以臣属”的局面，中国与邻国形成“天朝”与“夷狄”或“藩属”

的关系，可谓有“国”而无“际”，国际法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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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代国际法输入中国 

        （一）正式引入： 

        林则徐广州禁烟（1839年）期间，托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dker）翻译了瑞士

瓦特尔（Vattel）的《万国法》中有关战争、封锁与扣押的章节。 

        （二）系统介绍： 

        1862年，清政府设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中文名，原名William Martin）

担任总教习，翻译了美国国际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的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原理》），于1864年出版，名为《万国公法》。 

        （三）适用效果： 

        极其有限，且大都是在不平等条件下适用。 

 

三、中国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法（中华民国时期）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对创建联合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新中国对现代国际法的贡献 

        （一）一贯主张和坚持公平、正义和进步的国际法发展方向；  

     1、1954年参加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2、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促成确立十项国际关系准则； 

        （二）创造性地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三）努力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发展、人权和法治事业； 

        （四）全面参与国际立法和国际决策； 

        （五）积极参加国际条约和适用国际法； 

        （六）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创造性地解决港澳回归。 

【课后思考与练习】 

1. 从你已学的法学专业基础课程看，你对国际法有什么认识？ 

 

第二章 国际法的渊源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法的法律渊源相关知识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各种法律表现形式，同

时掌握国际法各种渊源的英语表达方式。 
【教学重点、难点】 

国际法渊源的种类以及渊源的多样性特点； 

国际法各种渊源的英语表达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教学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际法渊源的内涵与类别 

一、国际法渊源的内涵 

        （一）国际法渊源：国际法的表现形式； 

        （二）《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了国际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应当依据的国际法规

范，一般视为国际法各种渊源的权威说明。 

        （三）《国际法院规约》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所列举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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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渊源有可能、也有必要拓展。国际组织的决议逐渐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Article 38(1) of the Statute of the ICJ: 

        1. The Court, whose function is to decid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such disputes as are submitted to it, shall apply: 

        (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whether general or particular, establishing 

rules expressly recognized by the contesting States; 

        (b) International custom, as evidence of a general practice accepted as law; 

        (c)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recognized by civilized nations; 

        (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59, judicial decisions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most highly qualified publicists of the various nations, as 

subsidiary mean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rules of law 

        2. This provision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power of the Court to decide a 

case ex aequo et bono, if the parties agree thereto.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 

    一、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  

    （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  

      （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卯）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

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二、前项规定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判案件之权。 

一、国际条约 

        （一）定义： 

        Definition of treaty in VCLT（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y） 1969 

       “treaty”mean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states in 

written form and gover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whether embodied in a single 

instrument or in two or more related instruments and whatever its particular 

designation; (article 2, VCLT 1969) 

    （二）特点： 

        1、条约是当代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 

        2、绝大多数条约是特别法，而非普遍法。 

        占据国际法最主要分量的条约规范都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意志与利益确立起来的特

别法，而不是外在于国家的立法机构为所有国家订立的普适规范。 

        3、条约的约束力，既有来自缔约国自身的诚信，还有来自缔约国之间的监督和条

约设立的机构对缔约国的约束。 

二、国际习惯 

        （一）国际习惯的内涵与基本要素 

        1、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2、基本要素： 

        （1）物素（物质因素）：通例或实践（general practice） 

        （2）心素（心理因素）：法律确信（opinion juris） 

        （二）国际习惯在一般实践方面的要求 

        1、实践的持续性（ applied continually ）：延续时间的长短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而定，但应当有必要的沉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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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践的一贯性（unanimous practice）：在给定的时间内一直的行为，即，在同

类问题上做法一致。 

        3、实践主体的广泛性（practise universally）：空间上的要有一定的普遍性，但

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证明该实践被所有国家所采用或者接受。区域实践可能产生区域习

惯；甚至两个国家之间也能形成习惯。 

        4、实践的反复性（constant repetition）：同一实践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出现

（频率），不可能经过一次实践就宣称为习惯。 

        （三）国际习惯在一般实践方面的具体方式 

        （1）国家间的外交实践； 

        （2）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实践； 

        （3）一国内部的实践。 

 

（四）国际习惯在法律确信方面的问题 

        1、一贯反对者原则 

        英挪渔业案：被视为习惯国际法的规范对于一直反对该项规则的国家没有约束力。 

        国际法的“自愿性”：当国家不认可一项国际法规范时，该规范对该国而言并不存

在。 

        思考：一贯反对者原则是否有例外？ 

     2、速成习惯法主张的利弊（华裔英国国际法学家郑斌） 

        “航空法之父”郑斌 

http://www.nwupl.edu.cn/html/2017/09/21/1642428289.html 

        由于时代发展迅速，在外空等领域出现了很多短时间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习惯国际

法规范。郑斌教授认为应该更讲究法律确信，不再考量反复实践。 

        该提法有其合理性，但容易沦为大国霸权的工具，因为大国可以对 

其单次行动进行泛化解释，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平衡发展。  

【Case study】 

         “尽管一段较短的时间并不必然阻止一个条约法规则形成为一条习惯国际法规

则，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件是，在该段时间内，尽管时间较短，国家实践，包括那些利

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的实践应该是广泛而且一致的，而且各国都一般地承认上述规则包含

法律规则或法律义务。 

三、一般法律原则 

        如何理解？ 

        （一）法律的一般逻辑原则 

        如，“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二）各国在其国内法律体系中所共有的原则 

        如，“诚实信用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当得利原则” 

        （三）国际法一般原则（部分学者观点） 

        如，“国家主权平等”、“尊重和保护人权”、“可持续发展” 

        不同声音：国际法一般原则要么吸收为条约或公约规定，要么形成了习惯国际法，

《国际法院规约》没有必要再单独列出。 

        四、司法判例 

        （一）司法判例包括国际法院（及其他司法机构，如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国际仲裁

法庭的裁决，国内法院判决也可能被国际法院接受；（国际法上的有效控制与国内法上的时

效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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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法判例严格来说并不是国际法院一种独立的国际法渊源，国际法院更多地

将其作为习惯存在的证明； 

        （三）国际法院在成立之初并不试图按照英美法系的传统建立起判例法制度，但实

践比文本走得远； 

        在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经常援引先前或常设国际法院的判例，事实上形成了一定

程度的判例法。 

        （四）《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直接规定判例的作用，将提升司法判例在处理国际问

题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1条第2款： 

     本法院可以适用其以前的裁判所阐释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五、公法学家的学说 

        （一）相关学说应该是来自“各国”（various nations），从而具有代表性； 

        （二）学说必须具有“权威性”； 

        （三）学说在国际法发展早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在国际法渊源中的地位

与作用逐渐降低。 

        （1864年普鲁士拿捕丹麦商船案） 

六、（重要）国际组织的决议 

        （一）不同国际组织决议的效力不一样，效力大小根据该组织的重要性及其章程确

定； 

        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具有约束力。 

        （二）（重要）国际组织的决议，作为一种“确立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其地位和

作用应高于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 

七、单方行为在国际法上的意义 

        （一）单方行为能促成习惯国际法或协定国际法的形成； 

        如，国际法上的大陆架制度，可以溯源至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9月28日发表的

《美国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天然资源的政策》（简称“杜鲁门公告”），该公告第一次

对领海之外的大陆架及其自然资源提出权利主张。从1946 年到1950 年，墨西哥、阿根廷、

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等国相继提出领海以外的海洋管辖权要求，最终促成《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大陆架制度的形成。 

        （二）国家单方行为同样可产生国际法效果。（VS民法中的形成权） 

        在1974年“法国核试验案”中，法国单方宣布不再进行核试验，导致国际法院认为

没有必要继续审理该案。 

 

第二节 国际法渊源的位阶与强行法 

一、国际法渊源的位阶 

        （一）在《国际法院规约》规定的国际法渊源中，前一种渊源比后一种渊源更具体

明了。譬如，条约比习惯更明了，因为条约明确规定了当事国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而部分习

惯还需要从通例与法律确信两方面去证明。具体明了的理应予以优先适用。譬如，诸如各国

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一般只适用于国际法空白地带。 

    （二）在《国际常设法院规约》第37条的条约草案中曾规定要按顺序适用国际法渊源，

尽管后来删除了这一规定，说明起草者曾有让法院按顺序适用的意图。 

    （三）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1条 

    1、本法院应适用的法律依次为： 

    （1）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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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次，…… 

        …… 

        （四）国际法规范内部无清晰的位阶体系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国家之间并未形成宪政结构，理论上没有超越国家之上

的权力，从而导致现实中不成体系的状况。这种不成体系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规范内部并没

有一个清晰的位阶体系。 

        （五）位阶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 

        国际司法机构优先适用某些规则只是表明，国际法规范内部某些规则具有强制性，

并不能证明强行法规范具有高于一般规范的效力。         

        二、国际强行法 

        （一）国际强行法的内涵 

        国际强行法（jus cogens , peremptory norms），又称强制法或绝对法，是指国际

法中普遍适用于所有国际法主体，国际法主体必须绝对服从和执行、不能以约定的方式予以

损抑的法律规范。 

        （二）国际强行法观念的起源与发展 

        1、学理依据：国际强行法体现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 

        2、先驱学者：最先将强行法概念引入国际法的是奥地利学者菲德罗斯； 

        3、地位作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一次正式使用强行法概念；国际强

行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际法作为约定法、平位法、弱法、软法的传统地位。        

        （三）国际强行法的特征 

        1、普遍性：国际强行法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接受； 

        2、强制性：任何违反国际强行法的法律行为归于无效，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优先性：具有比一般性的国际法规则更高的法律拘束力，被公认为不许损抑，

非同等强行性质的国际法规则不得更改。 

        （四）国际强行法所包含的规则 

        1、保护人类基本安全： 

        主要体现各国在对侵略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海盗罪、劫持航空器罪等国际社

会公认的国际罪行实施普遍性管辖权； 

        2、保护基本人权： 

        （1）不是所有国际人权法规范都属于国际强行法，本领域的强行法仅限于保护最

基本的人权规范。如，禁止种族隔离、禁止种族歧视、禁止奴隶贸易等等。 

        （2）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及程序规范仅具有一般效力。 

        3、保护国家基本利益 

        主要体现在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等原则中。 

       （五）国际强行法的适用  

        1、适用对象： 

        国际强行法适用国际社会的一切成员； 

        2、法律渊源： 

        国际法没有明确规定强行法的具体范围与内容，主要通过国际司法机构在具体案件

中辨识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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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法的编纂 

一、国际法编纂的含义与类型 

        （一）国际法编纂的含义 

        国际法的编纂（codification）是指国际法的法典化，即把国际法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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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编纂的两种取向（目的）： 

        1、整理现有制度（整旧）：将现有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订成法典，使

分散的原则和规则法典化； 

        2、促进法律发展（促新）：通过签订国际条约，使各国对国际法的某些问题达成协

议，形成新法律，并促进其发展。 

        英国哲学家边沁最早提出编制国际法法典的思想。 

                （二）国际法编纂的意义 

        1、弥补了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立法机构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际法不成体

系和不够精确的现象。 

        2、国际法的官方编纂是确立和阐述国际法原则的重要证据，对国际法的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三）国际法编纂的类型 

        1、编纂形式： 

        （1）全面编纂：把国际法所有领域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纳入到一部完整的法典中，

全面编纂因过于繁重，迄今尚未实现； 

        （2）将某些领域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分不同的部门进行编纂，使之成为国际法某

领域的专门法典； 

        2、编纂主体： 

        （1）民间非官方编纂：由学者个人或学术团体、机构进行 

         ① 整理现有制度（整旧）方面：不减损原制度的法律拘束力。         

         ② 促进法律发展（促新）方面：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2）官方编纂（政府间编纂）：由国际外交会议或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编纂。         

        （四）国际法编纂的历史 

        （一）非官方编纂：始于18世纪 

        1、法学家的个人编纂活动 

        2、学术团体的编纂活动 

        （二）官方编纂：19世纪以来 

        1、各国政府单独编纂 

        2、国际会议的编纂 

        （三）国际组织的编纂：一战后 

        国际联盟、联合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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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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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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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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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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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后思考与练习】 

1、国际法的渊源与国内法有什么关系？ 

2、国际法院对“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及理由是什么？ 

 

 

第三章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掌握国际法在国内法的适用方式。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难点（1）一元论与二元论观点；(2)纳入与转化；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教学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学说 

19世纪以来，西方法学界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即

一元论和二元论。     

        一、一元论（monism，也称“主从论”） 

        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国际法和国

内法便处于主从关系。具体理解：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同一个法律体系，是一个法律概念或一个法律体系的两种

表现，具有一系列的共性或统一性。 

        1、主体：都是个人，只是国际法上的个人行为产生的后果归因于国家； 

        2、性质：都是对法律主体有拘束力的法律制度。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因此，国际法无需转化即可在国内法

院直接适用； 

        （三）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效力关系上有高低之分。 

        根据其效力高低，一元论又分为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 

        1、国内法优先说 

        （主要代表人物：耶利内克、佐恩和考夫曼） 

        （1）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国家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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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际法是国家对其主权意志“自我限制”的表现 

        （3）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宪法 

        国家的缔约权由国内宪法直接授予，国际法实际上是国内法的“对外公法”。 

        危害：国内法优先论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应有的地位和价值，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

的效力，使国际法本身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了绿灯，两次世

界大战即是明证。 

    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 

    法西斯轴心国：德、日、意 

        2、国际法优先说 

        （主要代表人物：狄骥、波利蒂斯、凯尔森） 

        主要理由： 

        （1）国际法决定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 

        （2）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适合人类发展的需要； 

        （3）国内法的效力来自于国际法。 

        利：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发展，但不宜过分强调国际法的优先地位； 

        弊：社会连带法学派在主张国际法优先的同时否定国家主权；规范法学派认为各国

宪法的效力来自国际法的观点显然与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不符。 

 

二、二元论（主要代表人物：特里佩尔、奥本海） 

        主要观点：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分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没有隶属关系； 

        两者在各自的法律体系内部都是最高的 

        （三）国际法只有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法院适用； 

        国际法在特殊情况下在国内适用，是经过国内法程序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后才适

用的，不是作为国际法在国内适用。 

        评析：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主体和调整对象等方面的相互交叉

以及在内容上的相互渗透的情况越来越多。 

三、协调论（我国学者）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 

        （二）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制约 

        1、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和规则来自国内法，国内法的一些原则和规则来自国际法。

两者原则、规则相互吸收、补充和发展； 

        如，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际强行法概念 

       2、实施方面互相配合：国际法作出原则规定，国内法可以为了实施国际法的需要作

出具体规定。国内法的一些规定的实施，也需要国际法的配合。 

        如，人权的国际保护；国籍问题；引渡制度     

        3、国际法不能干预国家按照主权原则对属于国内管辖事项所制定的国内法，国家

也不能用国内法的规定来改变国际法的现行原则、规则和制度。 

 

第二节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一、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的方式 

        （一）习惯国际法 

        英、法、德、美、意等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习惯国际法是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不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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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或纳入即可在国内发生法律效力。 

        （二）国际条约 

        对于条约规则，各国在国内适用的做法不同，大体有两种方式： 

        1、转化（transformation） 

        英国：即由立法机关将国际法有关规则转变为国内法，在转化情况下，国家将通过

执行该国内法来实施国际法，而不是直接实施国际法，转化后形成的国内立法的效力与条约

的效力不再有联系。 

        在英国，在国际法上对英国生效的条约，未经国内立法纳入英国的法律体系，仅仅

是不能在英国法院适用，并不是英国可以不履行条约义务。 

        （2）并入（adoption 或 incorporation，亦作“纳入”） 

        即由宪法或法律规定国际法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国家可以直接适用，无须转化为国

内法。 

        ① 自身可执行条约（self-executing treaty） 

        此类条约或条款是指缔约国有使相关条约或条款在国内直接适用的意图，且条约自

身规定已经十分明确具体，无需国内立法机关予以补充或细化。 

        ② 非自身可执行条约（non self-executing treaty） 

        此类条约或条款是指缔约国没有使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的意图或条约只规定一般

性的权利或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必须经国内立法机关进一步补充或细化。 

        （三）欧盟法与其成员国国内法的关系之特殊性 

        欧盟条约和欧盟立法可在其成员国内直接适用，无需转化。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及其解决 

        （一）习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及其解决 

        1、习惯国际法优先于国内立法（意大利、德国） 

        2、国内立法优先于习惯国际法（英国、荷兰） 

        （1）实行国内成文法优先于习惯国际法的国家，习惯国际法是指习惯国际法中的

任意性规范，而不是国际社会整体接受的公认为不许损抑的国际法强制规范。 

        （2）如果国内法院适用了违背习惯国际法的国内法，将由国家承担国际责任。 

        （二）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及其解决 

        1、国际条约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荷兰、秘鲁） 

        2、国际条约的效力低于宪法而高于国内（一般）立法（俄、法） 

        3、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具有同等效力（美国、韩国） 

三、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 

        （一）习惯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方式 

        一系列法律纳入了相关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如，《PRC刑法》第十一条 【外交代表刑事管辖豁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

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方式（并入） 

        1、直接适用“自身可执行”的条约或条款 

        （1）中国法律、法规与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如，《PRC民法通则》第1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

款除外。 

        （2）依照有关国际条约承担义务 

        如，《PRC刑法》第九条【普遍管辖权】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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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

法。 

        （3）条约有特殊或具体规定的适用条约的规定 

        如，《PRC红十字会标志使用办法》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有关红十字标志保护性使

用的规定未尽事宜，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执行。 

        （4）在相关领域适用相关条约 

        如，《PRC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2、间接适用“非自身可执行”的条约或条款 

        （1）根据国际条约的内容制定单行法，并按照中国国情作一些必要的变通或补充。

如，《PRC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2）通过修改或补充国内法的方式履行条约义务，如，《著作权法》、《商标法》和

《专利法》等。 

       （三）国际法与中国法冲突的解决 

        我国宪法未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问题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为此

设有专门条款。 

        如《民法通则》在第8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

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

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但适用国

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其他部门法也有类似规定。 

 

第三节  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 一、国内法对国际法实体规则的影响 

        （一）国内私法对国际法实体规则的影响 

        1、主体制度： 

        监护制度vs宗主关系；代理制度vs委任统治；自然人的出生与死亡vs新国家的产生

与国家消亡；自然人的人格vs国家尊严 

        2、所有权制度： 

        财产所有权vs领土主权；共同所有vs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动产所有权的转让vs国际

法上的领土割让 

        3、契约制度： 

        约定必须信守vs条约必须遵守；合同vs条约；合同解释vs条约解释 

                （二）国内公法对国际法实体规则的影响 

        1、人权理念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人权理念，其许多

人权理念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有所反映。 

        2、国际法原则 

        1793年法国《宪法》提出的“法国人民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事务”的思想与“国家

主权原则”一致； 

        1833年比利时制定了禁止引渡政治犯的法令，此后，国家间的引渡条约大都有政治

犯不引渡的条款。 

⚫ 二、国内法对国际法程序规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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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法对联合国国际法院的程序规则的影响 

        如，书面与口述程序、公开审判 

        （二）国内法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规则的影响 

        如，“无罪推定”、“保护被告人权利” 

【课后思考与练习】 

国际法在国内法中的适用有哪些方式？ 

 

第四章 国际法基本原则 

【教学目标】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国际法的根基所在，通过学习国际法基本原则，使学生对国际法基本

原则有初步的认识与了解，为国际法强行法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难点（1）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2)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在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教学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与特征 

        （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国际法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与国际法具

体原则相对，是指被各国公认和接受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适用于国标法各个领域的、构

成国际法基础的法律原则。  

        （二）特征 

       1、国际社会公认； 

        2、具有普遍约束力； 

        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具有强行法特性，而且属于对世义务或对一切义务，即一国对

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包括：禁止侵略行为、禁止种族灭绝、保护基本人权、民族自决、保

护共同空间的环境。 

        3、适用于国际法一切领域； 

        4、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础：其他规则和规范由其派生和引申。   

 

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沿革 

        1、17—18世纪：倡导、传播和形成时期。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由主权独立与平等原则主导的国际关系新时

代。到18世纪，国家主权概念盛行，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和禁锢，倡导了诸如国家主

权、不干涉内政、国家平等等指导国家间关系的一般原则。 

        2、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逐步深入发展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确认了

互不侵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趋广泛、深入的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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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一系列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亚非会议提出了十项原则。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

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简称《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宣布了七项原则。这是国际社会第

一次以联合国大会宣言的形式列举并确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4、冷战结束以来及21世纪之后：重申和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 

           

        （二）《联合国宪章》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 

        1、宪章是国际文件中第一次系统地规定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改变了以前国际法

基本原则的零散状态。 

        2、宪章是一项对全球所有国家产生普遍影响的最大公约，联合国是迄今拥有会员

国最多的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由其所确认的原则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 

        （193/195；巴勒斯坦、梵蒂冈） 

        3、宪章是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体系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 

 

 

        （三）《国际法原则宣言》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 

        《国际法原则宣言》与《联合国宪章》的联系与区别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地位与贡献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地位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浓缩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各项原则的精华； 

        其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最根本的原则；和平共处是五项原则的总称；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科学揭示了正常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不是对国际关系现状

的简单认可；  

        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国际法的本质要求，表明了发展中国家遵循国际法基

本原则的坚定立场。 

 

第二节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一）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核心，是其他各项是基础与前提； 

        （二）国家主权平等，应理解为各国在法律上的机会平等和地位平等，不应理解为

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平等，更不应理解为国际社会有义务消除国家之间实际存在的实力与能力

的不平等； 

        （三）国家主权平等，不禁止国家之间的不同待遇（如，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而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经济法中的“普遍优惠制”）； 

        （四）国家主权平等，赋予部分国家在宪章规定下承担特别责任和享受相应的特权。

（如，UN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二、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 

       （一）《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明文规定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国际公约。

“禁止武力”是一项具有强行法性质的规范，其含义不仅在原则上重申禁止狭义的侵略战争，

而且进一步确认一切武装干涉、进攻或占领以及以武力相威胁的其他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

的。 

        （二）《国际法原则宣言》将此原则列为七项原则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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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以下几种例外： 

        1、根据《宪章》第51条的规定实施的单独或集体自卫； 

        2、UN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2条（集体安全制度）的规定采取的执行行动，或安

理会根据《宪章》第53条授权区域组织采取的执行行动。 

        3、民族解放战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4、使用武力行使民族自决权。 

 

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一）发展与确立 

        1、1899年和1907年两个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 

        （1）《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1899年海牙第1/3公约） 

        （2）《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1907年海牙第1/13公约） 

        2、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 

        将不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规定为成员国的义务，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

个国际常设法院，开创了以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 

        3、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

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 

        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为何，只用和平方式解决。 

        4、1928年国际联盟大会通过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日内瓦总议定书》 

        该议定书对和解、仲裁及司法解决方式作了明确规定。 

        5、《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3款：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All Members shall settle thei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in such a manner tha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justice, are not 

endangered. ） 

        （二）澄清与解释 

        1、《国际法原则宣言》（1970年） 

        2、《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1982年） 

四、不干涉内政原则 

        （一）定义 

        不干涉内政原则（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

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内外事务，同时

也指国际组织不得干涉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事项。 

        （二）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种地域概念，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所谓“内政”，一

般是指国家不受国际法约束而能独立自主处理的那些事项，如一国的政体、内部组织、法律

主体间的关系、对外政策等。 

        （三）“保护的责任”问题 

        1、国家主权原则意味着保护公民的首要责任在国家； 

        2、保护的责任不应缩小“内政”含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适用范围。 

五、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在国际法中具有根本性的基础地位 

        （一）国际法是由主权国家间的协议而形成的，它没有超越国家之上的强制机关来

保证其执行与遵守，因此，国际法主要依靠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自愿遵守和善意履行；           

        （二）善意履行国际义务不仅不与国家主权原则冲突，而且是实施国家主权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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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结果；（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三）国际法的有效性和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忠实遵

守国际法的规范和善意履行其承担的国际义务。            

六、民族自决原则 

        （一）民族自决原则，主要是指在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有自由决定

自己的命运、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  

        （二）民族自决最初是一个政治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这一原则才

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一定的承认。《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正式规定民族自决的条约，

并使它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 

        （三）严格禁止任何国家假借民族自决名义制造、煽动或支持民族分裂，破坏国家

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 

        魁北克分离案（加拿大最高法院，1998年） 

        我国的西藏问题、台湾问题 

        科索沃自治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国际法院咨询意见，2010年7月）         

        七、国际合作原则 

        在20世纪以前，国际合作基本是属于双边的或地区性的，不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合作迅速上升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 

        《联合国宪章》明确将“促成国际合作”列为其宗旨之一。《国际法原则宣言》宣

布：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彼此合作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的“义务”，此等合作“构成国

际法之基本原则”。 

        八、保护基本人权原则 

        《联合国宪章》所列举的七项原则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 

【课后思考与练习】 

国际法基本原则包括哪些内容，其与国际强行法存在什么关系？ 

 

 

第五章 国际法的主体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法的主体相关知识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国际法主体的范围；个人和法人国际法

主体资格的争论；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及 

其特点；中国在国际法主体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国际法主体的范围；（2）个人和法人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争论；（3）国家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4）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及其特点；（5）国际法上

的承认；（6）国际法上的继承；（7）中国在国际法主体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教学难点：（1）个人和法人国际法主体资格；（2）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的联系与区别；（3）

国家的管辖权；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法主体的概念 

        （一）定义：国际法主体是指具有直接享受国际法上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义务能力

的国际法律关系的独立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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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个条件： 

        1、直接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的能力； 

        2、直接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的能力； 

        3、独立与国际法其他主体缔结条约或发生其他法律关系的能力； 

        （三）构成要件： 

        1、独立参加国际法律关系的行为能力； 

        （1）要有赖以存在和活动的物质机体，如，国家之领土、人民； 

        （2）独立的意思能力，通过自己的意识而建立的独立主观意志； 

        2、具备一定的权利能力，即能够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 

二、国际法主体的范围 

        三个发展阶段： 

        （一）18世纪以前的早期国际法时期 

        对国际法主体范围的理解和实践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既承认民族国家的国际人格，

也不排斥和否定其他个体，如君主、军队、商人、教士、流亡者和居民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

位。 

        （二）18、19世纪的实在法时代（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 

        主权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角逐的最后胜利者，欧洲社会形成相对单纯、完整的国家

间体制。国际法主体制度相当封闭。 

        （三）20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起 

        除民族国家以外，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国际法主

体资格，学界对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都抱有较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第二节  国际法主体的种类 

一、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理由是： 

        （一）国家是构成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基本要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仍

是国际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和基本形式； 

        （二）国家具有最完整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三）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规则构成

国际法规范总体的主要部分； 

        （四）国际法的实施主要依靠国家。 

二、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一）国际组织是不是国际法主体（法律人格的确定性问题） 

        1、国际组织的行为能力（心智状况） 

        （1）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均由独立的国际公务员和成员国代表组成；

组织本身拥有经费、活动场所、动产和不动产等实现其组织宗旨所需的物质条件。 

        （2）国际组织的任何决定都是依其章程所规定的程序以组织名义作出，表明其具

有独立的意思能力。 

        2、国际组织的权利能力（参与法律关系的资格） 

        （1）在成员国：订立契约、购置财产、享有特权与豁免 

        （2）国际关系：缔结条约、派遣使节或代表…… 

        3、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接受 

        （1）许多国际文件和条约均明文确认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联合国宪章》第104条：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领土内应享受执行职务及达成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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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 

    （2）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为广泛的国家实践所确认； 

        1947年，瑞士与联合国签订协定，确认联合国的法律人格和法律上的权利能力。 

    （3）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为国际法学界普遍承认； 

       （4）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所肯定； 

         ——1949年“为联合国服务而受损害的赔偿问题案”  

 

【Case Study】为联合国服务而受损害的赔偿问题案 

    〖案情〗 

        1948年9月17日，联合国派往中东调停阿以冲突的瑞典籍调解员贝纳多特和法国籍

观察员塞洛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控制区遭暗杀，由于以色列警方事先疏于防范、事后行动迟缓

而致使罪犯逃脱。联合国拟根据国际法向以色列求偿，但联合国有无求偿能力是个先决问题。

为此，联合国大会于该年12月3日作出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以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第一，联合国的代表在执行职务受到伤害时，在涉及国家责任的情况下，联合国作

为一个组织是否有能力对应负责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政府提出国际求偿，以便联合国和被害

人就其所受的损害取得应有的赔偿? 

        第二，如果对上面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联合国的求偿与受害者本国的求偿应如何

协调? 

    〖咨询意见及理由〗 

    1949年4月11日，国际法院作出了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认为，提起国际求偿的能力指的是为了设立、提出和解决求偿而能够求助于国

际法所承认的习惯方法，在这些习惯方法中，有提出抗议、要求调查、谈判以及请求交付国

际法院或仲裁庭等的能力。联合国是否有此种能力，则要看联合国宪章是否赋予它此种地位。 

    在任何法律体系中，法律主体在其性质或其权利范围上无须相同，它们的性质取决于社

会的需要。纵观国际法的历史，法律主体的发展一直受国际生活需要的影响。国家集体行动

的不断增加已导致了非国家的某些实体在国际领域活动的例子，这种发展在1945年6月组建

联合国时达到了高潮。《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它的宗旨和原则，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际人

格的属性就是不可或缺的。 

        在本法院看来，联合国应该行使和享有、并在实际上已行使和享有职能和权利，只

有在其具有很大程度的国际人格和能够在国际领域活动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解释。如果其

缺乏国际人格，就不能实现其创建者的意图。必须明白，其成员国通过托付其一定的职能以

及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已赋予其有效履行其职能的能力。 

    因此，本法院得出如下结论：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格者。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是一个国家，

或它的法律人格及其权利和义务与国家相同，更不等于说它是一个“超国家”。这只意味着

它是一个国际法主体并能够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它有能力提起国际求偿以维护

其权利。 

    对于前述第一个问题，法院认为,由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传统规则并没有对此作出否

定的回答。因为，首先，该规则只适用于国家，而此案属于新情况，求偿是由联合国提出的；

其次，即使在国家间的关系中，该规则亦有例外,例如，有些国家为不具有其国籍的人提出

外交求偿；再次,该规则有两个依据:一是被告在对待原告方工作人员时违反了对原告的义

务；二是只有国际义务所指向的一方有权对这种不法行为提出求偿。联合国在为其代表所受

的损害提出求偿时，正是援引了被告对该组织的义务这一理由。 

    对于前述第二个问题，法院认为不存在任何优先的国际法规则，有关各方可依善意或常

理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与受害者本国之间可能发出冲突，可以通过签订一般性的条约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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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协定加以解决。  

        4、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有其特殊性 

        （1）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非基本主体； 

        （2）国际组织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有限，受其组织章程的制约； 

        （3）国际组织是一种派生的国际法主体。 

        5、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依据 

        “授权说”或“暗含权力说”：国际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能力，或是由约章明确授权，

或是由约章暗含赋予，或是由成员国对其实践的事后承认而设定。 

三、争取独立民族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一）民族自决权的确立，为争取独立民族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争取独立民族国际法主体的确定，是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客观需要； 

        （三）争取独立民族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也为国际法学界

普遍接受； 

        （四）争取独立民族是一种过渡性的国际法主体，是一种特殊和有限的国际法主体。 

 

第三节  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 

一、自然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问题 

        三种理论： 

        （一）激进派（狄骥、波利蒂斯） 

        根本否认国家是国际法主体，只承认个人（特别是自然人）是国际法上的人格者。

认为一切法律规范都是为了建立个人生存秩序，其最后目的也是指向作为自然人的个人。 

        （二）折中派（凯尔森、劳特派特、詹宁斯）——主流 

        正常情况下国家是国际法主体，作为个人的自然人在特定场合也可能成为国际法的

主体。 

        （三）保守派（潘逊） 

        既不支持国家是唯一国际法主体的看法，也不肯定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已经

确立，持“个人主体地位未定论”观点。 

二、法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问题 

        四点争议： 

        （一）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律师协会）是否具有国际法

主体地位 

        传统观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总部所在地所属国的国内法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

地位； 

        不同声音：以国内法人对待，将不利于实现其宗旨，有碍其活动的有效进行和发展。 

        （二）跨国公司的国际管制问题 

        跨国公司游走于各国管辖的空隙之间，规避主权国家的管制，因此有学者建议承认

跨国公司在其商业活动范围内具有国际权利和义务，以便通过国际法规范和调整跨国公司的

行为。 

        （三）企业法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契约”问题 

        传统观点：此类契约应该完全适用国内法         

        不同声音：将“国际契约”完全认定为国内合同而交由作为当事一方的国家解决虽

然简单，但不完全合理和公正。因为作为契约缔结方的国家既是当事者又是裁判者，作为契

约对方的外国公司的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 

        （四）国际联合企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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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建立的联合企业法人，这些企业既不是

普通的国内企业法人，也不同于政府间国际组织，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类联合企业给国际

法主体地位的认定带来了新的困难。 

【课后思考与练习】 

结合本章学习内容，谈谈你对个人是否能成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 

 

第六章  国际法上的国家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家相关知识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国家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国家的

类型、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2)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3）国家的类型；  

教学难点：（1）领土主权及其限制；（2）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3）领土的变更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家的要素与类型 

⚫ 一、国际法上国家的构成要素 

        （一）定居的居民（permanent population）； 

        要有定居或固定的人口，即永久性居民，人口多寡、民族构成皆在所不问。 

        （二）确定的领土（defined territory）； 

        领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主权活动的空间。领土大小及其疆界

是否完全划定，领土是否连续成一整块陆地，均不影响其作为国家而存在。 

      Professor Jessup said as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2 December  

1948, with regard to Israel‘s qualifications to be ad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formulae（规则） in the classic (传统的，经典的) treatises (论文，专著) 

somewhat vary, one from the other, but both reason（理性）and history demonstrate

（证明，展示）that the concept of territory [of a State] does not necessarily include 

precise delimitat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at territory". 

        （三）一定的政权组织或政府（Government）； 

        政府，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机关，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机构，对内行使

统治权，对外代表国家进行交往。政权组织的性质和具体形式如何，不影响国家的存在。在

一个国家被非法占领，该国政府成为流亡政府，无法对被占领的领土行使政府权力的情况下，

传统国际法认为该国已经灭亡，但根据现代国际法，该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仍然是存在的。 

        （四）主权（sovereignty） 

        主权是一国独立自主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根本属性。 

        在一个地域之内，尽管有一定的政权组织，有定居的居民，但如果没有主权，只能

是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或殖民地，而不构成国家。 

⚫ 二、国家的类型 

⚫ （一）按国家的结构形式，可分为单一国和复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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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单一国（单一制国家） 

        单一国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单一主权的国家。单一国的中央政府行使对外职

能，是国际法主体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属于单一国，在对外关系上，它是单一

的国际法主体。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香港、澳门虽然在中央政府授权下可享有部分对外交

往的权力，但不影响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的国家形式。 

        2、复合国 

        复合国，是两个以上的成员邦组合形成复合结构的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复合国可分

为联邦和邦联。在历史上还有过身合国（两个主权国家共戴一个君主而形成一个国家联合，

亦称“君合国”或“人合国”）和政合国（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联合于一个君主之下，内

政各自独立，对外关系合为一体，政合国本身是国际法主体，成员国不是国际法主体），但

早已绝迹。 

        （1）联邦 

        联邦，也称联邦国家，是两个以上的联邦成员国（州）组成的国家。它是复合国中

最典型，最主要的形式。前苏联、美国、印度、德国、瑞士都是联邦国家。其特点是，有统

一的宪法和法律，有统一的武装力量，并设有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对联邦成员国

（州）直接行使权力。 

        （2）邦联 

        邦联是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根据国际条约组成的国家联合体。其

特点是，邦联本身没有统一的中央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也没有统一的立法、军队和财政预

算。如， 1778-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 

        特殊的国家集合体：英联邦、法兰西共同体，它们既非联邦又非邦联，是自成体系

的国家联合体，不是国际法主体。 

        3、永久中立国（permanent neutralized State） 

        永久中立国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1）自愿承担永久中立义务 

        ① 不得对他国进行战争或参加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有权对来自外国的侵略进

行自卫； 

        ② 不得缔结与中立地位相抵触的条约，也不得参加任何军事集团或联盟； 

        ③ 不得采取任何可能使自己卷入战争的行动或承担这方面的义务。 

        （2）永久中立地位由国际条约加以保证 

        永久中立国有瑞士、奥地利和土库曼斯坦。瑞士于2002年加入联合国，但不影响其

永久中立国地位。 

        4、附属国 

        附属国是指由于封建统治残余关系或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来压力，对他国

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只享受部分主权的国家。附属国主要有附庸国和被保护国两种，现已不

存在。 

        5、微型国家（micro-State）问题 

        an entity "exceptionally small in area, population and human and economic 

resources", but which has emerged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一个面积、人口与人力及经济资源都格外小，却以独立国家出现的实体。 

 

                    第二节  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国家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国家主权直接派生出来的国家所固有的权利，是主权国家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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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其他权利则是从国家基本权利中引申出来的，是派生权利。 

    国家享有基本权利，同时又必须承担尊重他国基本权利的义务。 

    一、独立权 

     独立权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他国的控制和干涉的权

利。独立自主和不受干涉是独立权的两个特征。 

     现代国际法上的独立权，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独立权，而且包括经济上的独立，即不受

外国剥削和掠夺的权利。 

     二、平等权 

     平等权是指国家在国际法上地位平等的权利。具体表现在： 

     （一）在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中享有同等的代表权和投票权（金融性质的国际组织及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除外）； 

     （二）每个国家在外交文件上有使用本国文字的权利，每个缔约国在它保存的文本上

名列首位； 

     （三）国家在外交礼仪上享有平等的尊荣； 

     （四）国家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权； 

     （五）一国侨民享受与各国侨民的平等待遇。 

      三、自卫权（自保权） 

      （一）定义：自卫权是指国家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和独立而具有的权利。它包括两个

方面的内容： 

      1、国防权（平时）：是指国家有权使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国防建设，防备可能来

自外国的侵犯； 

      2、狭义的自卫（战时）：是指当国家遭到外国的武力攻击时，有权实施单独或集体的

武装自卫行动。 

      （二）自卫权行使条件 

      1、自卫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受到武力攻击”，武力攻击不包括提供武器或后勤、

财政或其他支持的援助行为； 

        2、自卫时间应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 

        3、联合国会员国行使自卫权所采取的行动应向安理会报告，并不得影响安理会行

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权； 

        4、行使自卫权所使用的武力必须遵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 

⚫ 【Case Study】加罗林号案 

    〖案情〗 

        1837年，英国殖民地加拿大发生了一次叛乱，几百个叛乱者占据了位于加拿大境内

的尼亚加拉河中的海军岛，并雇佣一艘名叫加罗林号的轮船。叛乱者利用该船从美国境内的

斯洛塞港运输武器到海军岛，再将武器在从海军岛运交给加拿大境内的叛乱者。 

        加拿大政府获悉后，于1837年12月29日派遣一支英国军队渡过尼亚加拉河抵达斯洛

塞港，捕获了加罗林号，夺去了船上的武器，纵火将船烧毁，然后使其随尼亚加拉瀑布漂流

而下。在对加罗林号攻击的过程中，有两个美国人死亡，还有几个人受伤。美国政府抗议英

国侵犯了美国的属地最高权；但是，英国认为它的行为是自卫所必要的，因为当时没有时间

请求美国政府阻止对英国领土的急迫侵犯。 

    【本案分析】 

        在本案中，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英国真有自卫的必要，英国政府的行为可以被认为

是正当的，但是美国否认当时有这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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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由于英国政府就侵犯美国领土最高权一事表示了歉意，美国政府未坚持要求

英国进一步赔偿。 

        在该案中，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阐述了“加罗林原则”，即：必要性原则

——时间上的紧迫性，即“刻不容缓，没有考虑时间”；方法手段上的最终性，即“压倒一

切的，没有选择手段的余地的”。相称性原则——又称比例性原则，指自卫所使用的武力的

强度和规模必须与他方所使用的武力即所受攻击的严重性相称。  

        四、管辖权 

        （一）定义：管辖权是指国家根据国际法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管理或施加影

响的权利。 

        （二）分类： 

        1、属地管辖权 

        属地管辖权，也称“领域管辖”，是指国家对本国领域内的一切人、物和所发生的

事件，除国际法公认的豁免者（如享 

有外交特权与豁免者）以外，有权行使管辖。 

        属地管辖权的限制（例外）： 

        （1）基于外交豁免； 

        （2）基于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国家行为和财产不受他国管辖； 

        （3）他国船只在本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 

        （4）一国属地管辖权与他国属人管辖权相冲突。 

        2、属人管辖权 

        属人管辖权，又称“国籍管辖权”、“属人优越权”或“属人最高权”。是指国家对

具有本国国籍的人实行管辖的权利，无论该人位于国内还是国外。 

        属人管辖的范围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 

        3、保护性管辖权 

        又称“域外管辖权”，是指国家对于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侵害该国的国家或公民的

重大利益的犯罪行为有权行使管辖。 

        （1）目的：保护本国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重大的经济利益（包括本国国民的

重大利益） 

        （2）行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犯罪行为。间谍罪、纵火罪等 

        （3）实施：需要借助如引渡等其他程序实施。 

⚫ 【Case Study】荷花号案 

    〖案情〗 

        1926年8月2日，法国油船荷花号在公海上的西格里岬以北五、六海里之间的海面上

与土耳其船“博兹—库特号”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次日，当荷花号

抵达伊斯坦布尔时，土耳其当局对碰撞事件进行了调查，称该事件是由于“荷花号”上的负

责值班人员法国海军上尉戴蒙的失职所致，故将其逮捕，并以死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

了较重的惩罚。该案判决后，立即引起法国政府的外交抗议，法国政府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

审讯法国公民戴蒙上尉，船舶碰撞是发生在公海上，荷花号的船员只能由船旗国，即法国的

法院进行审理，并主张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 

        但土耳其地方法院则依据《土耳其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

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法国和土

耳其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该争端事件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请求法院判定：土耳其根据其

法律对法国船员戴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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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设国际法院于1927年9月7日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认为土耳其对法国船员戴蒙上尉

进行刑事诉讼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则，因此不必考虑土耳其的金钱赔偿问题。 

       本案是国际法上最有名和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它涉及国际法上以下几个问题： 

        （一）土耳其是否有权对法国船员戴蒙上尉行使管辖权？ 

        按照国际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的排他性管辖，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船舶

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国的权利不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除非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有此类许

可性规则。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在公海上，如果某一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的另一外国船上，等

于发生在该外国船所属国的领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国船员戴蒙上尉虽然身在法国船上，

但所造成的后果则发生在土耳其船上，这等于结果发生在土耳其领土上，因此，土耳其对法

国船员戴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 

        （二）土耳其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领土主权的实质是，任何国家未经一国

作出明示许可，不得在他国领土上行使主权行为。同时，每个国家根据领土主权，有权把发

生在国外的事件纳入到本国的立法和法制的范围之内，即一国把管辖权扩大到外国人在国外

所为，而其效果却发生在本国的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国家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根据国际法必

须给予无条件尊重的外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因此，这个国家不是在外国 

领土上行使主权行为，而是在自己领土上行使管辖权。 

        在本案中，常设国际法院一方面承认，根据国际法，船旗国对于在公海上其船舶内

所发生的事情具有排他的管辖权，另一方面又承认，土耳其行使管辖权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

害者的国籍而是基于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在土耳其船上，即产生在一个与土耳其领土相同的

地方，在那里适用土耳其刑法是无可争议的。从所谓属地原则来看，土耳其执行其法律也是

合法的。 

        （三）本案对海洋法产生的影响 

        本案判决在下述两个方面长期受到国际法学界的批评，也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否

定。 

        1、常设国际法院否认当时国际社会承认的船旗国对发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

专属管辖权的国际法规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都作出

了澄清。《公海公约》规定，国家对在公海上的本国船舶，包括船员、乘客、货物有权行使

管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7条还排除了船旗国和船 

长或船员的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对他们行使刑事管辖权。 

        2、常设国际法院将一国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该国领土，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浮

动领土说”的反映。虽然某些国际公约为了便于解决管辖权问题而将船舶称为“拟制领土”，

但它毕竟不是一国的实际领土。因此，常设国际法院的这个观点是过时的和不恰当的。 

        4、普遍性管辖权 

        普遍性管辖权，又称“普遍管辖权”或“普遍管辖原则”。是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

对于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各国均有管

辖权，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犯罪嫌疑人的国籍。 

        （1）普遍性管辖权突破了地域（属地管辖权）、国籍（属人管辖权）和利益（保护

性管辖权）这三种传统管辖的因素，因而受到严格限制。 

        （2）普遍性管辖权管辖的犯罪是国际社会公认为其行为的严重性非常之大以至于

这些罪行应该受到所有国家的管辖。 

        （3）普遍性管辖管辖对象的具体罪名无明确规定，海盗行为、奴隶贸易和战争罪

已获公认，灭绝种族、空中劫持、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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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私毒品、危害人类罪也逐渐获得认同。 

        （4）一国只能在本国管辖范围内或者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区域行使普遍管辖权。 

  

第三节  国家豁免 

一、国家豁免的概念 

    国家豁免（State immunity），又称“国家主权豁免”、“主权豁免”或“国家管辖豁免”，

是指根据国家平等原则，国家及其机构的行为和财产不受他国管辖的特权。主要包括司法管

辖豁免权与执行管辖豁免权。具体体现在： 

    （一）一国法院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以外国国家财产为标的的诉讼； 

    （二） 一国在另一国法院作为原告起诉时，该法院可受理被告提出的同本诉有直接关

系的反诉； 

    （三）即使主权国家在另一国法院应诉并且败诉，其国家财产也免于强制执行。        

     注意：国家豁免只是一项程序性抗辩，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有关管辖权的行使问题，与

有关外国的行为不当性、救济和责任问题无关。  

      《PRC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二、国家豁免原则的发展 

     （一）理论依据：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具有习惯 

国际法的性质，其理论依据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二）两种模式： 

        1、绝对豁免主义（absolute immunity）：19世纪末以前 

        a State is immune for all purposes and all proceedings.    

       国家的一切行为和财产免受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 

        2、限制豁免主义（restrictive immunity）：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 

        a State is immune only in respect of its sovereign acts, and not immune in 

respect of its private law or commercial acts. 

        限制豁免主义将国家行为分为两类： 

        （1）统治权行为（公法行为、主权行为）：国家传统意义上所从事的政治、外交以

及军事行为，此类行为完全豁免。 

        （2）管理权行为（私法行为、商业交易行为）：经济、贸易等原来主要由私人或法

人从事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享受豁免。 

        区分标准：国家行为性质（大多数国家）、目的或动机。 

        （三）中国的实践 

        整体上坚持绝对豁免原则，在某些领域通过国际协议的方式，与有关缔约国基于对

等原则相互放弃国家豁免。 

        （四）国家豁免法（法律渊源）的构成：国内法+国际法 

        国内法：国内立法、判例法 

        国际法：习惯国际法为主，协定国际法较少。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于2004年通过，但尚未生效。（28/30） 

        三、国家豁免的主体 

        根据联合国大会于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享有国家

豁免权的主体有四类： 

        （一）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 



 36 / 93 

 

        （二）有权行使主权权力并以该身份行事的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家政治区分单

位； 

        （三）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 

        （四）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 

        中国实践：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不享有主权豁免；中国作为一个主权

国家享有国家豁免，其本身及财产不受任何外国法院的强制管辖。 

        四、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 

        《公约》第三部分列举了国家不得援引管辖豁免的八种情形： 

        （1）Commercial transactions (商业行为，Article 10);  

        商业行为的判断：合同或交易的性质+目的 

       （2）Contracts of employment (雇佣合同，Article 11); 

        雇佣合同是与政府行使权力紧密相关的职务的除外 

        如，使馆的服务人员如非接受国国民且不在该国永久居留者，可享受以下优待：就

其执行公务的行为享有豁免；其受雇所得报酬免纳捐税；免于适用接受国所施行的社会保险

办法。 

      （3）Personal injuries and damage to property (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Article 

12) 

      （4）Ownership, possession and use of property (所有权、财产的占有与使用，

Article 13) 

       （5）Intellectual and industrial property (知识与工业产权，Article 14);  
       （6）Participation in companies or other collective  

bodies (参与公司或其他实体的经营， Article 15); 

        （7）Ships owned or operated by a State (由国家所有或 

经营的船舶，Article 16); 

        （8）Effect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有关仲裁协议的效力，Article 17). 

        一国同意仲裁意味着该国放弃对有关仲裁协定的有效性、解释等引起的诉讼的管辖

豁免。 

        在上述例外情形中，第（2）[雇佣]、（3）[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4）[财产的所

有、占有和使用]、（5）[知识产权与工业产权]、（7）[由国家所有和经营的船舶]可通过协

议主张管辖豁免。 

        五、国家豁免权的放弃 

        （一）放弃的形式： 

        1、明示 

        （1）国际协定； 

        （2）书面合同； 

        （3）在法院发表声明或在特定诉讼中提出书面函件。 

        2、默示 

        （1）一国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2）介入该诉讼；（不含仅为援引豁免或对诉讼中有待裁决的财产主张权利或出庭

作证） 

        （3）采取与案件实体有关的任何其他步骤； 

        （4）提起反诉。 

        （二）不视为放弃豁免的几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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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国同意适用另一国的法律； 

        2、一国仅为援引豁免或对诉讼中的财产主张权利； 

        3、一国代表在另一国法院出庭作证； 

        4、一国未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出庭。 

        （三）一国放弃管辖豁免不等于放弃执行豁免 

（四） 执行豁免只能以明示方式作出。 

 

第三节  国际法上的承认 

一、承认的概念与方式 

    国际法上的承认（recognition），是指即存的国际法主体对新出现的国家、政府、国际

组织、民族解放组织、交战团体、叛乱团体或某种情势的确认，并表明愿意与有关实体发展

正常关系的单方面行为。 

        （一）承认的特征 

        1、承认的对象十分广泛。（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交战团体与叛乱团体的承认） 

        2、承认是国际法主体单方面的政治行为，带有任意性； 

        3、承认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所以也是法律行为。 

        4、承认者是国际法主体。（1950年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联合国代表权的法

律问题备忘录》和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关于承认会员国代表权的决议》）。 

        （二）承认的方式 

        1、明示承认：由承认者向被承认者发出照会、函电或发表声明直接、明确表示承

认。 

        2、默示承认：通过建立或维持外交关系或领事关系、缔结条约等行为间接地表示

承认新国家的地位。 

        注意：与新国家共同参加国际组织、国际会议或多边国际公约，不视为对新国家的

默示承认。 

    （三）承认的分类 

        1、法律上的承认：也称“正式承认”，是一种完全的、永久的承认，表明承认者愿

意与被承认者进行全面交往，构成两者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法律基础，不可撤销。 

        2、事实上的承认：承认者与被承认者之间只发生一定的交往，不建立全面的正式

关系，可撤销或收回。 

二、国家承认         

        （一）国家承认的概念 

        1、定义：国家承认是指既存国家（或国际组织）以明示或默示方式对新国家这一

事实的确认，并表示愿意与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单方面国家行为。 

        2、承认包含两层含义： 

        （1）是承认国对某一地区的居民组成为一个国家这一事实的确认； 

        （2）承认国表明它愿意与新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3、承认产生的法律效果 

        承认不等于建交，但承认往往成为双方建交的法律基础。 

        （二）国家承认的法律性质和作用 

        1、构成说（创设说） 

        一个新国家只有经过既存国家的承认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承认具有创造国际法主

体的作用，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人格者从而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是承认的结果。 

        承认可提供相关实体具备国家资格的强有力证据，但存在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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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国家是先于并独立于外国的承认而实际存在的，并不是由于承认才被创造

出来的； 

        （2）新国家一经出现，就享有主权和由此引申出来的基本权利，其基本权利不是

承认国赋予的； 

        （3）按照构成说会出现一个实体在同一时期既是国际法主体又不是国际法主体的

矛盾情况。 

        2、宣告说 

        承认只是既存国家对新国家已经存在这一事实的确认或宣告，不具有创造国际人格

的作用，国家的成立及其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取得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承认。 

        （三）国家承认发生的情形 

        1、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合并为一个新国家。 

        1990年5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南也门）合并

为也门共和国。         

        2、分离：一国的某一部分或某几个部分领土脱离该国成立一个或数个新独立国家，

而原国家仍然存在的情况。 

        2011年7月，南苏丹从苏丹独立出来。 

        3、分立：即“解体”，一个国家分裂为几个新国家，而母国不复存在的情况。如，

前苏联于1991年解体为俄罗斯等15个国家。 

        4、独立：即原来的殖民地取得独立后，成立新的独立国家。 

 

         

       （四）过早承认、过迟承认与不承认主义 

        1、过早承认，也称“过急承认”，是指国家还没有具备四个构成要素，或某一叛

乱团体尚未建立一定程度上的永久性和有效统治时即给予承认。是一种干涉内政的行为。 

        2、过迟的承认，是指国家已经具备四个构成要素，政府已经实现了有效统治，既

存国家也不予承认。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

国家，美国直到1979年1月1日才承认。 

        3、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扶植了一个所谓“满洲国”傀儡政府，为

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932年1月7日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声明：不承认用违反1928年巴黎

《非战公约》义务的手段所造成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定。 

        （五）国家承认的效果 

        1、国家承认奠定承认国与被承认国之间全面交往的基础，两国之间可以建立正式

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法律上承认的效果之一是双方可以建交，但承认不等于建交； 

        2、双方可以缔结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约或协定； 

        3、承认被承认国的法律法令的效力及其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的有效性； 

        4、承认被承认国取得在承认国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利及其本身或国家财产的司法豁

免权； 

        5、被承认国或政府有权要求和接收坐落在承认国管辖范围内前政府消灭时原属前

政府的财产等。 

        三、政府承认 

        （一）政府承认的概念 

        政府承认，是指既存国家承认另一既存国家的新政府，即承认某一新政府为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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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代表，并表明愿意与它建立或继续保持正常关系的行为。一般发生在由于社会革命或叛

乱等以非宪法手段造成的政府更迭情况。 

        政府承认与国家承认的联系和区别。 

        1、联系：当新国家产生时，总是同时建立新政府，因此，承认了新国家同时也就

承认了新政府；反之，承认了新国家的政府，当然也就承认了它所代表的新国家。 

        2、区别：政府承认不涉及或影响国家的国际人格，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不因政

府更迭而受影响；国家承认是承认一个新的国际法主体。 

        3、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属于对新政府的承认，而不是对新国家的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是旧中国的继续； 

        4、按照宪法程序而进行的政府更迭，如正常的王位继承，通过正常选举而产生的

新政府，一般不发生政府承认的问题。 

        （二）政府承认的条件 

        1、根据国际实践，新政府获得承认的必要条件是“有效统治”，即新政府已经在

其国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领土内有效行使权力或有效控制。 

        2、基于“有效统治”对新政府的承认，一般不考虑该政府的政权起源以及其存在

的法律依据。 

        3、一国可以对新政府予以承认或不予承认，但不能利用承认干涉别国内政。 

        几种为国际实践所否定的观点 

        1、19世纪初，欧洲封建王朝提出“正统主义”，即承认与否取决于某当局是否具有

王朝或宪法上的合法性； 

        2、托巴主义：1907年厄瓜多尔外长托巴提出，凡依宪法以外的手段掌握政权的政

府，只有在其得到全民广泛选举承认后才可以承认； 

        3、威尔逊主义：1913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拒绝承认以破坏宪法的方式而建立

的政权。 

        众多国家采用： 

        艾斯特拉达主义：1930年墨西哥外长艾斯特拉达认为，承认意味着对外国内政的判

断，墨西哥今后只限于继续保持或不保持与外国政府的关系。 

        （三）政府承认的法律效果 

        1、现存国家对新政府的承认，往往成为双方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的基础； 

        2、承认者应承认新政府拥有作为国家合法代表的一切资格和权利； 

        3、承认者自动终止和撤销对原政府的承认，原政府在承认国 

 

                          第五节  国际法上的继承 

一、国际法上继承的概念     

    国际法上的继承（succession），是指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由一个承受者转移给另一

个承受者所发生的法律关系。 

        （一）国际法上的继承的特征 

        1、参与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或政府，还可以是国际组织，但不是个

人； 

        2、继承的对象是国际法上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3、继承国可以选择性地继承被继承者的某些权利和义务，不同于国内法上的继承； 

        4、发生继承的原因，是由于国家领土的变更、政府的变更或国际组织的变更，而

不是自然人的死亡。     

        （二）国际法上继承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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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上的继承可以分为国家继承、政府继承和国际组织 

的继承。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国家继承。 

 

        二、国家继承 

        （一）国家继承的概念 

        国家继承，是指因国家领土变更而引起一国的权利和义务转移给另一国的法律关

系。 

        引起国家继承的原因是国家领土的变更，主要包括：合并、分离、解体、部分领土

转移（领土割让或交换）和独立。 

        1、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合并组成一个新国家； 

        2、分离：国家的一部分或数部分领土从该国分离出去，成立新国家；（原国家依然

存在） 

        3、解体（分裂）：即一国分裂为数国；（原国家不复存在） 

        4、部分领土转移（割让）：即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移交给另一国。 

        5、独立：即殖民地或附属领土获得独立，成立新的独立国家。 

        （二）国家继承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1、合法性：条约和条约以外事项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符合国际法，一切与国际法

相抵触的权利和义务，均不属于继承范围。 

        2、领土性：国家继承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与所涉领土有关联，与所涉领土无关的权

利和义务不属于国家继承范围。 

        （三）国家继承的法律渊源 

        1、主要渊源：习惯国际法 

        2、条约渊源： 

        （1）《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继承的维也纳公约》（1978年8月通过，1996年11月6日

生效）； 

        （2）《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1983年通过） 

        （四）国家继承的对象： 

        1、条约的继承：被继承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继承国是否继续有效。 

       （1）条约继承的一般原则 

        ① 一般不继承：与国际法主体人格有关的“人身性条约”和政治性条约（如，友

好和平条约）； 

        ② 一般继承：与所涉领土有关的“非人身性条约”（如，边界条约）； 

        ③ 酌情继承：经济贸易条约。 

        （2）条约继承的具体规则 

         ① 合并：被继承国条约仍然对原来有效的领土继续有效。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另

经确定不在此限；（1990年德国统一） 

        ② 分离或解体：被继承国的所有条约继续对所有分裂或分离出来国家的领土有效。

原来对被继承国部分领土有效的条约，只对该领土组成的继承国有效；（1991年12月的苏联

解体） 

        ③ 部分领土变更：被继承国条约对继承所涉领土失效，继承国条约对所涉领土生

效。（香港、澳门） 

        ④ 独立：殖民地和附属地经过斗争而建立的独立国家，对殖民国家或宗主国等被

继承国的条约，有权拒绝继承，这是国际法确认的一项重要原则，即“白板”原则。 

        2、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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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财产的继承 

        ① 概念：国家财产继承是指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国家财产是指国家

继承发生时，按照被继承国的法律为该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国家财产继承只涉及被继承国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对第三国在被继承国领土内所

拥有的财产不发生影响。 

        ② 一般原则：国家财产继承应遵守两项原则： 

        首先，国家财产一般随领土的转移而由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 

        其次，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实际生存原则。 

        由于国家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凡位于所涉领土内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

属继承国；对于动产，凡与所涉领土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应转后继承国。 

        ③ 国家财产继承的具体规则 

        ⅰ、部分领土转移：按照继承国与被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如无协议，则位于所

涉领土内被继承国的不动产以及与所涉领土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均转属继承国； 

        ⅱ、国家合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均转属继承国； 

        ⅲ、国家分离：位于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不动产转属继承国，与所涉领土活动有

关的被继承国的动产，也转属继承国，其他财产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 

        ⅳ、国家解体：位于被继承国领土外的国家不动产，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如

无法按有关标准分别转属则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由该继承国对其他继承国给予公平补偿； 

        ⅴ、新独立国家：特殊规则。 

        新独立国家财产继承的特殊规则： 

       （ⅰ）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而在该领土成为附属地期间成为被继承国的国

家动产，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ⅱ）与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宗主国、保护国等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转属新

独立国家。 

        （ⅲ）即使不属于原所涉领土所有或与所涉领土活动无关的被继承国的动产，由于

附属地人民对创造财产曾作出过贡献，应按附属地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按比例转移新独立国

家。 

        （ⅳ）如果被继承国与作为继承国的新独立国之间不执行以上各项继承规则而另订

协定，这种协定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和国际法基

本原则。  

        （2）国家档案的继承 

        国家档案：属于被继承国所有并由被继承国作为国家档案收藏的一切文件。 

        继承的具体规则： 

        ⅰ、一般原则：通过协议解决，若无协议，则将与所涉领土有关的档案转属继承国； 

        ⅱ、新独立国家：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归还新独立国家； 

        ⅲ、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中（非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与所涉领土有

关部分，其转属或复制问题，由被继承国与新独立国家协议解决。 

        （3）国家债务的继承 

        国家债务的继承：国家债务是指一国对另一国、某一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国际法主

体所负的财政义务。国家债务的继承是指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转属继承国。 

        ⅰ、债务的分类： 

        （ⅰ）国债：以国家名义所借并用于全国的债务； 

        （ⅱ）地方化债务：以国家名义所借但用于国家领土的某一部分的债务； 

        （ⅲ）地方债务：由地方当局所借并用于该地区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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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者是国债，第三个不是国债。 

        ⅱ、国家债务的继承 

        债务继承的一般原则 

        （ⅰ）地方债务不继承原则 

        （ⅱ）恶债不继承原则：所谓恶债，是指非法债务，尤指用于与继承国根本利益相

违背的目的的债务。 

        ⅲ、债务继承的具体规则 

        （ⅰ）国家合并：债务随财产一并转移，全部继承原则 

        （ⅱ）部分领土变更：协议→公平原则 

        （ⅲ）分离或分立：协议→公平原则 

        （ⅳ）独立：白板原则；如协议解决，协议不能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

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 

        三、政府继承 

        （一）政府继承的概念 

        政府继承，是指由于革命或政变导致政权更迭，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为

新政府所取代的法律关系。 

        （二）政府继承与国家继承的区别 

        1、发生继承的原因不同 

        国家的继承是由于领土变更的事实而引起，而政府的继承则是由于革命或政变而导

致政权更迭而引起； 

        2、参加继承关系的主体不同 

        国家继承关系的参加者是两个不同的国际法主体，而政府继承是在同一个国际法主

体内部的新旧政府之间； 

        3、继承的范围不同 

        国家继承因领土变更情况有全部继承和部分继承之分，政府继承一般是全部继承。 

（三）政府继承的一般规则： 

        1、条约：新政府根据条约的具体内容决定是否继承，对一切不平等的掠夺性的秘

密条约以及与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根本对立的条约不予继承； 

        2、旧政府的一切国家财产及权益都应转属新政府； 

        3、对旧政府的债务不予继承或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的实践 

        1、关于条约的继承 

        根据条约的内容和性质，逐一审查，区别对待：或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2．关于财产的继承 

        新政府有权继承解放前中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外的一切财产。 

        3、关于债务的继承 

        根据债务内容和性质，分别处理。恶债一律拒绝继承，合法债务由新政府与旧政府

友好协商，进行清理，公平合理地解决。 

        4、关于国际组织代表权 

        新政府理应继承旧政府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权，但由于西方势力的干扰，新政府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才得以恢复代表权 

【课后思考与练习】 

国际法的继承与国内法上的继承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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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际组织法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组织的基础理论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国际组织的概念和特征；国际组织的法

律地位；国际组织的法律制度；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的主要机关；联合国的维和行

动；区域性国际组织；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国际组织的概念和特征；（2）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3）国际组织的法律制

度；（4）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5）联合国的主要机关；（6）联合国的维和行动；（7）区域

性国际组织； 

 教学难点：（1）国际组织的特征；（2）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3）安理会相关制度；（4）

联合国的改革；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 一、国际组织的概念与特征 

        （一）国际组织的概念 

        国际组织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广义上的国际组织，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政府、民间团体或者个人以特定的国

际合作为目的，通过缔结协议的形式而创设的常设机构。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

际组织。 

（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即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狭义的国际组织，仅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特定合作目的，以条约或其他国际法文

件建立起来的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常设机构。 

        通常，国际法范畴的国际组织，是指狭义上的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国际组织。 

       （二）国际组织的特征 

        1、国际组织的主要参加者是国家或政府； 

        部分国际组织吸收非国家实体作为其成员或准成员，是作为国际组织基本成员的主

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国际组织主要是由国家或其政府所组成的本质特征。 

        2、国际组织是根据国家间协议建立的，是国家之间的组织； 

        3、国际组织具有特定的目的或宗旨，其权力具有职能性； 

        国际组织的权力是建立该国际组织的国家赋予的，是成员国为了实现其特定目的与

宗旨所授予或认可的，具有明显的职能性。 

        4、国际组织具有连续性工作机制的常设机构； 

        这种连续性特征是国际组织区别于临时性国际会议的一个重要标志。 

        5、国际组织具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 

二、国际组织的类型 

        1、根据国际组织成员的性质： 

        （1）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 ） 

        （2）非政府间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 

        2、根据国际组织成员的地域特点：全球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 

        3、 根据国际组织对成员资格规定的条件：开放性组织与封闭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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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国际组织宗旨及其性质和职能范围：一般性组织与专门性组织。 

        5、根据国际组织的权利及其与成员国关系的性质（一体化程度）：国家间组织与超国

家组织。  

三、国际组织法的基本内容 

        （一）国际组织法的概念 

        国际组织法泛指用以调整国际组织内部及其对外关系的各种特定性和共同性的法

律规范（包括国际组织的建立、职权范围与活动程序等方面的一切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

制度）的总体。 

        （二）国际组织法的渊源 

        国际组织法的渊源包括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 

        实质渊源是指在国际组织法形成过程中对其内容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

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是法律规范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或深层原因。         

        形式渊源指国际组织法规范所由形成的各种外部方式。主要有国际条约和国际习

惯。广义上的形式渊源相当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的全部列举。狭义的形式渊源

主要指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梁西教授：广泛历史意义上的渊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渊源 

        （三）国际组织法的内容体系 

        1、以法律效力的层次为标准，可以将国际组织法分为各种组织性条约与各种行政

性法规两部分。 

        前者如建立政府间组织的各种组织章程或基本文件；后者如国际组织（内部）各机

构根据基本文件所赋予的管理职能制定的各种规则、规定等等。前者效力高于后者，后者效

力以前者为根据。 

        2、以法律调整的对象为标准，可以将国际组织法区分为对外关系法与内部关系法。 

        对外关系法主要包括协调组织本身与成员国或非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本组织与其他

组织的交往关系以及其他为实现本组织对外职能之一切活动的各种法律。 

        内部关系法包括用以协调组织范围内各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各机构间的横向分工

与纵向隶属关系、议事程序、人事安排，资料保管等各种有法律约束力的规章制度。 

        3、以组织的各种事项及问题性质为标准，可以将国际组织法区分为国际组织机构

法和国际组织实体法。 

        国际组织机构法主要包括国际组织的章程、法律地位、成员制度等各国际组织涉及

的共性问题和规则； 

        国际组织实体法则主要指调整内部成员在各自职能或行业领域行为的规则，如，联

合国集体安全制度。 

        4、以组织的职能和地域范围为标准，可以将国际组织法区分为综合性组织法律制

度与专门性组织法律制度，或者区分为全球性组织法律制度与区域性组织法律制度。 

        综合性组织法律制度以联合国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专门性组织的法律制度主要包

括联合国系统的18个（或16个）专门机构的规章制度，亦称“国际专门机构法”；区域性组

织法主要包括欧、美、亚、非等洲设立的国际组织的法律制度，欧洲联盟最具代表性。 

        我们主要从第 3 种和第 4 种分类来学习。 

⚫ 第二节  国际组织的一般法律制度 

一、国际组织的章程 

    国际组织的章程一般被称为国际组织的“宪法”，是国际组织据以产生、存在和进行活

动的基本文件和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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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机构的设立、法律人格的授予、运行机制和决策程序等，都是以国际组织

的章程为根据的。 

        国际组织的章程，并无统一形式，名称和内容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属于国家间的

正式协议，其效力与作用在实质上并无差别。 

二、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 

    （一）分类 

        1、参加国际组织（开放性国际组织）的时间：原始成员与纳入成员； 

        2、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程度：正式成员（完全成员，一般为主权国家或其政府）

与联系成员（准成员，一般为非主权实体）； 

        台湾与世卫组织 

        3、观察员 

        （二）成员资格的取得 

        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是由其组织文件规定的。不同类型的成员，其加入的程序

与条件也不相同。 

        （三）成员资格的丧失 

        1、自愿退出 

        2、开除 

        3、中止权利 

三、国际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职权 

        （一）审议机关 

        国际组织一般都有一个作为决策或最高权力机关的审议机关。主要职能是制定方针

政策、审查预算、接纳新成员、选举行政首长等。一般称为“大会”、“代表大会”或“全体

会议”。 

        （二）执行机关 

        国际组织均设有一个执行机关，一般称理事会或执行局等。执行机关的主要职能是

执行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  

        （三）行政机关 

        国际组织一般都有一个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机关，通常称为秘书处。主要负责

处理组织中的各种经常工作，协调组织中各常设机关的活动并为其提供各种服务。 

    四、国际组织的议事规则 

    （一）会议制度 

        1、会议的类型：经常会议、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 

        2、会议的议程：确定会议的具体议题及其讨论次序； 

        3、会议主席（国际组织各机构会议）：上一级机关任命、成员国选举或由成员国轮

流担任。 

        （二）表决程序 

        1、一国一票制与加权投票表决 

        一国一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加权投票：按照各成员国的实力大小、责任和贡献的多少而分配投票权。 

        2、全体一致与多数表决 

        全体一致：全体一致原则最先是由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采用的议事原则。即国联

所做决议需由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方可生效，若有任何成员否决则决议无效。容易被个别国家

利用。 

        多数表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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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多数表决：决议只要求超过所投票数的1/2即可通过。一般用于程序方面或不

太重要的决议或建议； 

        特定多数表决：决议要求一个限定的大于1/2的多数同意才能通过。 

        3、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 

        正式投票规则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或不能据此作出行之有效的决定时，在成员

国间进行广泛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种不经投票的一般合意的决策方法。 

        主要用于行政或技术事项，一般属于建议性质。 
 

 第三节  联合国及其法律制度 

一、联合国概述 

        （一）联合国的建立 

        联合国：一般政治性组织，当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组织。 

        《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ter），也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1941年8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航行于大西洋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签署，提出

宣布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和平的处置，同时表明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1942年元旦，对德意日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声明赞

同《大西洋宪章》中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1944年秋季，中、英、美、苏四国在华盛顿附近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实质性地

开始着手创建联合国； 

        1945年2 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通过“雅尔塔方案”，即“五

大国一致”原则，通称“否决权”。   

        1945年 4月，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名为“联合国家关于国际组织的会议”，

于6月25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于次日正式举行签字仪式。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美国纽

约。 

        联合国总部大楼始建于1947年，1949年10月24日奠基，1952年落成。大楼总高154

米，39层。 

    （二）《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与《国际联盟盟约》比较： 

        1、形式： 

        《国际联盟盟约》：不是一个国际组织的独立法律文件，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

分； 

        《联合国宪章》：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文件，自成体系。 

        2、内容： 

        《国际联盟盟约》：一个序言 + 26个条款； 

        《联合国宪章》：19章，111条，更加系统、更加完善。 

二、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 

        （一）宗旨 

        《联合国宪章》第1条 

        1、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1）采取有效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破坏和

平的行为； 

        （2）用和平的方法并依据正义及国际法原则解决国际争端。 

        2、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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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基础是各国人民平等及民族自决原则。 

        3、促进国际合作 

        4、协调各国行动 

        联合国应成为一个协调国家一切行为并使之进行协作的重要场所。 

        （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七项基本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2条 

        1、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 

        2、善意履行宪章义务原则；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4、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 

        5、集体协助原则；  

        6、确保非会员国遵守宪章原则； 

        7、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  

四、联合国的主要机关及其职权 

        六个主要机关：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

秘书处。 

        （一）大会（General Assembly) 

        组成：全体成员国组成 

        职权：职权广泛 

        可讨论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事项以及宪章所规定任何机关之职权；除安理会正

在处理者外，可向成员国或安理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关于此等问题或事项的建议。 

        1、国际方面的职权： 

        2、组织监督方面的职权：与安理会平行并彼此独立地投票选举国际法院的法官。 

        3、内部行政方面的职权：经费预算 

        大会对于联合国组织内部事务通过的决议对于会员国有拘束力，其他一般事项作出

的决议无法律拘束力，大多属于建议性质） 

        （二）大会的表决程序 

         1、一国一票； 

         2、重要问题：出席并投票（非弃权）会员国2/3多数决定 

        重要问题包括“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接纳新成员国”、“制定联合国预算”等问

题。 

         3、一般问题：以过半数决定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

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非洲黑人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26票） 

（二）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 

        1、组成：5个常任理事国(中、法、俄、英、美）和10个（最初为6个）非常任理事

国组成。 

        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亚非 5个、东欧1个、拉美2个、西欧及其他国家 2个。由联

合国大会选举，任期2年，每年改选5个，不得连选连任。当非常任理事国两年任期届满后，

应选出同一地区的国家来接替。 

        安理会主席由各理事国依国名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轮流担任，任期１个月。 

        目前，联合国改革的趋势之一是扩大安理会，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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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安理会工作。 

        2、安理会的职权： 

        安理会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机关，也是唯一有权采取武

力行动的机关，其决议对成员国有约束力。 

        （1）促请争端当事国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2）维护和平与制止侵略； 

        （3）安理会还负责拟定军备管制方案；行使托管职能；  

        （4）同大会平行独立投票选举国际法院法官； 

        （5）向大会推荐新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3、安理会的表决程序 

        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是一种“受限制的多数表决制”。安理会表决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在

“大国一致”原则的基础上的常任理事国之否决权。“大国一致”原则又称为“雅尔塔公式”。 

   Article 27  

  1.Each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hall have one vote.  

    2.Decis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procedural matters shall be made by an affirmative

（赞成的）vote of nine members.  

    3.Decis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all other matters shall be made by an affirmative vote 

of nine members including the concurring（一致的）votes of the permanent members; provided 

that, ……, a party to a dispute shall abstain from voting. 

        （1）程序性事项：15个理事国中的任意9个同意票即可通过。 

        （2）实质性事项（非程序性事项）： 

        大国一致原则：以包括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在内的9个理事国的可决票决定，即任

一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都可否决决议。 

        （3）关于某一事项是否属于程序这一先决问题的决定，也必须以9个理事国的可决

票决定之，其中应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在内。（“双重否决权”） 

        注意： 

        （1）非常任理事国的“集体否决权”：五大国一致+至少4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

票；（如果有7个或更多的非常任理事国反对，程序性事项就无法通过） 

        （2）五大国弃权，并不对实质问题所做的决定产生否决效果。  

        （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1、组成：由联合国大会选出54个理事国组成，任期３年，每年改选1/3。改选时，

得连选连任。 

        2、职权：是在联合国大会权力下负责协调联合国以及各专门机构的经济和社会工

作的机关。 

        3、表决程序：一国一票制，简单多数通过。 

        4、机构及运作程序： 

        经社理事会每年举行两次各为期１个月的常会。 

     （六）秘书处  

    1、组成： 

    秘书处由秘书长１人、副秘书长若干人以及助理秘书长和办事人员若干人组成。 

    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包括５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９个理事国的推荐，以简单多数票

通过后委任，任期５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大会有权拒绝安理会所推荐的候选人，但无权任

命安理会所未推荐的人为秘书长。 

    按照惯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民不得担任秘书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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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和秘书处职员以“国际公务员”的身份为联合国整体执行职务，每个工作人员都

宣誓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联合国以外任何其他当局的指示，具有纯粹的国际性质。  

    2、秘书处及秘书长的职权：   

    秘书处的任务是为联合国其他机关服务，并执行这些机关制定的计划和政策。   

    秘书处的具体工作包括：在解决争端中进行斡旋和调解，对世界经济趋势和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人权、自然资源等问题，组织国际会议，编制统计，搜集安理会及其他机关的决定

的执行情况，进行条约登记和公布，为世界各种新闻机构提供关于联合国的情报，派专家和

顾问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等。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有九任秘书长。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葡萄牙人，2017年起任职。（2017年1月1日-2021

年12月31日） 

    此前为韩国的潘基文，他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第二个任期自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

月31日。 

 

第四节  专门性国际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一、概述 

    专门性国际组织的产生早于一般综合性国际组织 

    种类： 

    按成员性质，分为非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按地域范围，分为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

织；按专业领域，分为通信运输、文化科教卫生、金融贸易、工农业等。 

    专门性国际组织一般与综合性国际组织建立工作关系或根据一般综合性国际组织的决

定创设，以某一综合性国际组织为中心，形成若干个国际组织的分支体系。如，世界银行集

团。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

投资担保机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二、专门性国际组织的基本体制 

（一）基本文件：国际协定 

    （二）成员资格 

    一般说来，政府间专门性组织的成员主要是主权国家。但有的专门机构，如世界气象组

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允许在有关专业领域内如关税、领土等享有某种管理权的实体参加其

活动。 

    （三）组织结构 

    一般有三个主要机关：审议与决策机关、执行与管理机关和常设秘书机关 

    （四）表决方式 

    一般实行“一国一票”的多数表决制度；涉及经济、金融等领域的专门机构在“一国一

票”的基础上，实行“加权表决制”，如世界银行等。 

三、联合国专门机构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一）概念：联合国专门机构是指根据特别协定而与联合国建立关系或根据联合国决定

而创立的，对某一特定业务领域负有国际责任的全球性政府间专门性国际组织。 

   （二）特点： 

    1、是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民间亦非政府之上） 

    2、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非联合国的附属机构） 

    3、是某一特定领域的全球性专门性组织；（非区域性专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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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与联合国具有特殊法律关系，彼此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互换情报。 

    目前，通过与经社理事会缔结协定而与联合国建立法律关系的专门机构有17个（或15

个），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是经第9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的专门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不是

联合国专门机构。 

      http://www.un.org/zh/aboutun/structure/pdf/chart2017.pdf 

 

第五节  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一、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区域性国际组织是指在相同的地域内的国家或者虽不在相同的地域内但以维护区域性

利益为目的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与集团。 

    在区域性国际组织中，既有一般政治性的，也有专门性的。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 

    1、地域性，其成员为特定区域内的国家，区域性组织的成员通常只限于特定地区内的

国家； 

    2、成员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政治背景，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上有共同关心

的问题或在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有密切联系； 

    3、其宗旨与活动主要是维护本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全，促进本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

关系的发展； 

三、区域性国际组织与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法律关系 

   四、主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一）非洲联盟（AU） 

  （二）美洲国家组织（OAS）  

  （三）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四）欧洲联盟（EU） 

 

 第六节  中国与国际组织 

一、中国与联合国 

（一）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

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

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二、中国与专门性国际组织 

    （一）中国与联合国专门机构 

        中国是联合国所有专门机构的成员国，并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与其他专门性国际组织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与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例

如：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刑警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http://www.un.org/zh/aboutun/structure/pdf/chart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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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 

        1、中国与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EU） 

        中国于 1975 年 5 月与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 

        2、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 

        1989 年成立，目前有 21 个成员国和 3 个观察员； 

        3、中国与东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 ASEAN ） 

     1997 年东盟成立 30 周年，发起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 

        4、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naization） 

        2001 年 6 月在上海成立，目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等 8 个成员国。（巴基斯坦、印度于

2017 年 6 月加入） 

        5、中国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

或 AIIB）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成立，总部设北京。 

        截至 2018 年 5 月 2 日，亚投行共有 86 个正式成员国。 

【课后思考与练习】 

1、 简述国际组织的基本类型。 

2、 区域性国际组织与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法律关系如何？ 

 

 

第八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法的主体相关知识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国际法主体的范围；个人和法人国际法

主 

体资格的争论；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与待遇。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引渡和庇护；（2）个人和法人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争论；（3）难民； 

教学难点：（1）个人和法人国际法主体资格；（2）引渡与庇护；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个人的国籍 

一、国籍的概念及意义 

        （一）概念 

        个人（自然人）的国籍（nationality），是指个人作为某一特定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

一种法律资格或身份。 

        （二）法律意义 

        1、国籍的根本作用是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稳固的法律联系，进而确定个人

的法律地位的重要依据； 

        2、国籍是一国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以及给予境内不同个体不同待遇的前提； 

        3、国籍确定国家属人管辖权的依据； 

        4、国籍构成国际法上引渡、外交保护等相关制度的基础。 

       （三）国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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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法是规定个人国籍的取得、变更（包括国籍的恢复）、丧失 

        以及处理国籍冲突的规则和原则的法律规范的总体。 

二、国籍的取得和丧失 

        （一）国籍的取得 

        1、因出生而取得国籍（ On basis of birth ）： 绝大多数人取得国籍的方式，是指

个人由于出生这一事实而取得一国国籍。又称为原始国籍或固有国籍。 

        （1）血统主义：根据血统关系取得国籍，即以父母的国籍确定子女的国籍。 

        单系（父系）血统原则：以父亲的国籍确定子女的国籍； 

        双系（父母）血统原则：以父母的共同国籍确定子女的国籍；当父母的国籍不一致

时，只要其中有一方是本国人，其子女就可获得本国国籍。         

       （2）出生地主义：以子女的出生地所属国确定其国籍，不问其父母的国籍。在历史

上曾经大量吸收移民的美洲国家，为了使大批移民所生子女成为其国民，以增加本国人口，

大都采取出生地原则。  

        （3）混合主义：依血统原则和出生地原则相结合的混合原则取得国籍。大多数国

家采取混合制原则，只是有些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有些相反。 

        2、因加入而取得国籍，又称后来国籍或继有国籍，简称“入籍” 。具体包括： 

        （1）申请入籍，旧称“归化” 

        外国人有申请加入某国国籍的权利，但相关国家可以拒绝外国人的申请而无须说明

理由，国家没有批准外国人入籍申请的义务。 

       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入籍须具备的条件，如年龄、居住期限，有的国家还规定了文

化程度、财产状况、行为能力、宗教等条件。 

    比如，美国规定的入籍条件是：年满 18 岁、取得永久居留权后在美国连续居住至少满

五年、道德品质良好、有一般阅读和写作英语的能力、理解和拥护美国政府体制和美国宪法

上的各项原则。 

 

        （二）国籍的丧失（ the loss of nationality ）        

         指一个人自愿或非自愿地失去原有国籍，从而失去该国的国民或公民资格。  

         1、自愿丧失国籍，是指申请退出某国国籍或者在解决双重多重国籍时自行选择放

弃某国国籍。 

        申请退籍：如中国国籍法第 10 和第 12 条规定：除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外，“中

国公民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一、外国人的近亲属；二、居

在外国的；三、有其它正当理由。” 

         放弃国籍：如，在澳门回归后，具有中葡双重国籍的人选择放弃国籍。 

三、国籍的抵触（冲突）及其解决 

        国籍的冲突，是指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以上国籍或没有国籍的现象。前者称积极冲

突 positive conflict (dual nationality, multiple nationality)，后者称消极冲突 (negative conflict) 。  

    （一）国籍的积极冲突 

        1、国籍积极冲突产生的原因 

        A dual nationality or multiple nationality will happen to  a person when he or she has 

the nationality of two or more States. It can be acquired in various ways, deliberately or 

accidentally.（故意或无意） 

     （1）由于出生   blood rule vs soil rule 

      （2）由于婚姻  

      （3）由于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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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由于入籍 

      （5）由于认领（上海大娘认领黑人小孩） 

（二）国籍的消极冲突 

    1、国籍消极冲突产生的原因 

    If a person loses his citizenship, but does not acquire a new one, he becomes stateless. 

    （1）由于出生 

    （2）由于婚姻 

    （3）由于收养 

    （4）被剥夺国籍 

     2、解决国籍消极冲突的方法 

    （1）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duction of Statelessness： 

     A contracting State shall grant its nationality to a person born in its territory who would 

otherwise be stateless. If the law of a contracting State entails loss of nationality as a consequence 

of any change in the personal status of a person such as marriage, termination of marriage, 

legitimation（准正）, recognition (承认) or adoption, such loss shall be conditional upon 

possession or acquistion of another nationality. 

    （2）国内立法（internal legislation） 

        通过国内法规定，凡属无国籍人都取得所处国的国籍； 

        凡属出生或居住在该国的人，如果不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就取得出生或居住国的

国籍； 

        本国女子与外国男子结婚，仅在取得外国国籍的条件下才丧失本国国籍等等。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与待遇 

一、外国人的概念与法律地位 

        外国人是指不具有一国国籍而具有其他国家国籍的人；为了管理的方便，各国大都

把无国籍人归入外国人的范畴。 

        In relation to a State（对一国而言）, an foreigner is any person who is not one of its 

nationals (i.e. a non-national，非本国国民的). An alien will not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nationals, although some states confer [kən'fə:] on aliens certain rights otherwise 

(除……之外) enjoyed only by their nationals. 

    （一）国家对外国人的管辖权 

     属地&属人双重管辖 

（二）外国人入境、居留和出境的管理 

1、国家没有准许外国人入境的义务 

2、依据法律或协议办理 

3、有权禁止某些人入境：传染病患者、刑事罪犯等 

1、国家没有允许外国人居留的义务 

2、外国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受到保护，不享有政治权利 

驱逐出境：危害居留国的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侮辱居留国；危害或侮辱其他国家 

在内国或在外国犯有可罚行为；经济上损害居留国；违反禁止居留义务而居留在居

留国。 

二、外国人待遇的一般原则 

（一）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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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定义 

       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外国人与本国公民同等的待遇，即在同样条件下，外国人所

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本国人相同。 

       2. 特点 

      （1）法律渊源主要是国内立法，但也有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 

      （2）通常以互惠为前提条件。  

      （3）通常限定在民商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范围内。（不包括政治权利）  

      （4）是让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 

（二）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1、含义：一国（施惠国）给予另一国（受惠国）的国民或法人、商船的待遇，不低于

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法人、商船在该国享受的待遇。 

        2、适用范围： 

        （1）外国自然人和法人的定居、个人的法律地位；         

        （2）国家之间商品进出口关税及附加税的税率和其他费用的征收等； 

        （3）交通工具； 

        （4）铁路、水路、公路的使用； 

        （5）外国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的法律保护；         

        （6）外国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3、最惠国待遇适用的例外： 

        （1）给予邻国的利益、特惠、特权和豁免； 

        （2）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优惠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的优惠；（北美自由

贸易区） 

        （3）双边或者多边的互免签证协议；（申根协定） 

        1985年6月14日，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在卢森堡边境小镇申根

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协定（又称《申根协定》），其宗旨意在取消各成员国

之间边境，自由通行，无限期居住，现有成员国26个。 

        （4）经济货币联盟；（欧盟） 

        （5）历史性安排。（英联邦） 

    （三）互惠待遇(reciprocal treatment) 

    互惠待遇是指一国给予外国国民某种权利、利益或优遇须以该外国给予本国国民同等的

权利、利益或优遇为前提。在外国人待遇中，互惠原则是基础性原则。 

    （四）普遍优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Preferences gran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o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发达国家承诺对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输入的商品，特别是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

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待遇。 

（五）差别待遇(differential treatment) 

    国家给予外国公民或法人的民事权利，在某些方面少于本国公民或法人，对不同国籍的

外国公民和法人给予不同的待遇。 

        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待遇不可能没有差别，在正常情况下，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实际享

有的待遇在某些方面是低于本国人， 

        例如，某些待遇（如福利待遇）只能由本国人享有，某些企业（如航空运输企业）

只能由本国人经营，某种职业（如引水员）只能由本国人担任，某种财产（如土地）只能由

本国人占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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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承认无歧视差别待遇，但基于种族等原因的歧视性差别待遇是国际法所禁止

的。 

三、外交保护（ diplomatic protection ） 

        （一）外交保护的含义 

        外交保护是指一国对在外国的（本国）国民（包括本国法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所在

国家非法侵害而得不到救济或适当救济时，通过外交途径向加害国进行交涉和寻求补偿的行

为。包括一国国民的人身或财产等基本权益在外国受到（现实的）不法损害且不能依该国法

律程序得到救济，以及一国的立法或行政行为即将危害外国人的合法权益。 

        （二）外交保护行使的范围 

        1、侨民无辜受到逮捕或拘留； 

        2、侨民在司法程序中被拒绝司法； 

        3、侨民的财产或利益被非法剥夺； 

        4、侨居国不给予侨民足够的保护以防范私人或团伙的暴力行为； 

        5、侨民受到歧视性待遇，无故受到侨居国的驱赶和野蛮迫害。 

        （三）行使外交保护的条件限制 

       1、本国国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所在国的非法侵害； 

       2、在所在国已经“用尽当地救济（exhaust local remedies）” 

       3、“国籍持续原则”（连续性）与“国籍实际联系原则”（真实性） 

        （四）外交保护的具体方式 

       1、被捕侨民应有机会与本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交谈； 

       2、审判外国被告时，应保证其国籍所属国外交代表（或使馆人员）或领事官员

有权旁听审判过程； 

       3、侨民的财产若被侨居国无偿征用，外交代表应建议他采取侨民国国内法律的

补救方法，以求得一定的补偿。 

        4、本国侨民遭到侨居国的个人或组织的暴力攻击时，如果侨民国有关机关不尽

力采取保护性措施，外交代表可向有关当局进行交涉，要求赔偿。 

        5、本国侨民如受到侨居国的歧视性待遇，遭驱赶或迫害时，外交代表应当提出

抗议，要求侨居国立即停止此类行为，保证侨民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否则须对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五）卡尔沃主义（ Calvo Doctrine卡尔沃条款） 

        在19世纪强国滥用外交保护权的背景下，1868年，阿根廷著名国际法学家卡尔沃在

《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一国国内的外国人与该国国民有同等受到保护的权利，

不应受到更大的保护。该观点得到拉美国家广泛支持，并被称为“卡尔沃主义”。 

    “卡尔沃主义”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卡尔沃条款”。即拉美国家要求外国人与之订立

的契约（主要是投资契约）中必须载有一个条款，其内容为外国人同意由于契约所发生的任

何要求或争议由当地法院处理，而不作为“国际求偿”的问题，从而表示该外国人放弃请求

其本国外交保护的权利。 

    目前该条款效力在国际法上存在争议。 

      （二）外国人在中国出入境、居留方面的管理制度 

        1、外国人入境，应当向驻外签证机关申请办理签证； 

        2、外国人所持签证注明的停留期限不超过180日的，持证人凭签证并按照签证

注明的停留期限在中国境内停留。需要延长签证停留期限的，应当在签证注明的停留期

限届满7日前向停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 

        3、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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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经本人申请和公安部批准，取得永久居留资格； 

        4、外国人出境，应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

件等出境入境证件，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 

 

 第三节  引渡与庇护 

一、引渡（extradition） 

   （一）引渡的概念与历史发展 

     Extradition is the procedure by which a person accused (控告) or convicted (宣告有罪) 

of a crime is formally transferred to a State where he is wanted for trial or to serve his sentence. 

        引渡是指一国的主管机关应他国主管机关的请求，将在本国境内而被他国指控

为犯罪或判刑的外国人，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执行处罚的一种国际司法协助行为。 

        现代意义上的引渡制度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18世纪末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法

律制度。通常以条约为依据。 

 

 

（二）引渡的主体与对象 

1、请求引渡的主体与引渡对象： 

罪犯本人所属国（罪犯国籍国） 

犯罪行为发生地国 

受害国 

 被某国指控为犯罪或判刑的人 

 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3）罪名特定原则（the principle of speciality） 

      if extradited, the accused will be tried only for the crime for which he was extradited。 

     “罪名特定原则”又称“同一原则”，指请求国在将被引渡者引渡回国后，只能以

请求引渡时所主张的罪名进行审判和处罚，不得以不同于引渡罪名的其他罪名进行审判

或惩处。 

     （4）本国国民不引渡（non-extradition of nationals）  

    some countries refuse extradition of their own citizens, holding trials for the persons 

themselves.  

        （5）特定犯罪不引渡  

    some countries refuse extradition on grounds that the person, if extradited, may receive 

capital punishment or face torture. A few go as far as to cover all punishments that they 

themselves would not administer（执行）. 

2007年，中国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承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和受虐待”      

3、 中国主动引渡的相关实践——赖昌星案 

 

 第四节  难民 

一、难民和国际难民法的概念 

    难民，是指那些由于惧怕战争、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

见解等原因遭受迫害而逃离到其本国之外，并由于这种迫害不能或不愿受其本国保护的人，

或者不具有任何国籍的人。 

    国际难民法，即关于难民保护的国际法律规范。 

    1951年公约还允许缔约国将其对公约义务的地域范围限制在欧洲，时间限定于195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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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 

    1967年议定书取消了公约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 

    目前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范围已经远远超过公约所界定的难民，而将流离失所者也包括

在内。 

    广义上的难民除了因遭受政治迫害外，由于战乱、自然灾害或其他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

行为而逃离本国，且无法得到其政府保护的人也被称为难民，包括政治难民、战争难民、经

济难民甚至气候难民。 

    狭义的难民仅指公约和议定书中规定的人。（政治难民） 

二、难民身份的确定 

（一）确定难民身份的主要条件 

➢ 该人迁移或滞留于本国或经常居住国之外； 

➢ 不能或不愿受本国保护和不能或不愿返回经常居住国； 

➢ 该人有正当理由畏惧因种族等原因受到迫害。 

（正当理由包括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持有某 

种政治见解） 

（二）难民身份的排除条件 

➢ 已取得联合国保护； 

➢ 被认为无需保护； 

➢ 被认为不得保护的人（触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等）。 

（三）难民身份的确认程序 

➢ 无国际法上的明确规定，各国基于主权自行处理。 

三、难民的法律地位 

（一）难民的入境、居留和出境 

➢ 1、边界不拒绝；（未经许可，但毫不迟延说明正当理由） 

➢ 2、对于合法居留在缔约国的难民，不得将其驱逐；决定驱 

逐的，给予其合理时间； 

➢ 3、不推回原则(principle of non-refloument)：核心原则， 

要求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受威胁 

的领土边界。 

（二）难民的待遇 

    一个人经申请获准取得难民地位后，在缔约国境内负有服 

从接受国管辖、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规章以及该国为维持公共 

秩序所采取的措施的一般义务，同时享受所在国赋予的权利和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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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保护难民的基本立场和实践 

（一）中国难民保护法律制度 

➢ 多边国际公约 

➢ 双边条约 

➢ 国内立法 

（二）我国的难民保护机构 

   由外交部国际司协调联合国难民署及各有关国家，并与民 

政部等国内有关部门合作，针对个案制定政策。 

（三）我国的难民保护实践 

    中国政府一向支持国际社会解决难民问题的努力，在实践 

中接受并安置了大量难民。 

    如，对正常来华的缅甸公民，采取就地融合的做法。 

【课后思考与练习】 

1、 确定国籍的一般国际法原则是什么？ 

2、 国籍对于个人的国际法地位具有什么意义？ 

 

 

第十章  国家领土法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法上领土的相关知识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国家领土的构成；领土主权及其限

制；内水的概念；领土的变更方式；边境法律制度；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北极地区的法律

问题；领土主权及其限制；领土的变更方式。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国家领土的构成；(2)领土主权及其限制；（3）内水的概念；（4）领土的

变更方式；（5）边境法律制度； （6）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北极地区的法律问题；（7）

中国对钓鱼岛、南海诸岛主张主权的理论依据； 

教学难点：（1）领土主权及其限制；（2）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3）领土的变更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家领土的概念与构成 

一、国家领土的概念 

    （一）定义 

     领土（territory）是指处于国家主权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陆地、水域以

及陆地和水域的上空和底土。 

    （二）国家领土的重要性 

     1．领土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基础；领土→国家→国际社会

→国际法 

     2．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属地管辖权，是国家主权活动和行使排他性权力的空间； 

     3．国家对领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权利，领土主权不容侵犯。 

二、国家领土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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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陆）水 

（2）运河：人工开凿的可航水道，分为国内运河与通洋运河。 

三大通洋运河（interoceanic canal）： 

    ① 苏伊土运河 （the Suez Canal） 

    世界上第一条通洋运河，埃及境内，连接地中海和红海，1869年建成。使欧洲至印度洋

的航程缩短8千至1万公里。 

        ② 巴拿马运河 （the Panama Canal） 

    位于巴拿马共和国，是一条穿越美洲中部巴拿马地峡，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具有战略

价值的国际航行要道，全长81.3公里。 

    ③基尔运河（Kier Canal） 

    位于德国境内，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全长98.7公里。 

（3）湖泊 

（4）内海水 

 

 第二节  领土的取得与变更 

 

一、传统国际法取得领土的方式 

（一）先占（occupation）：一国有意识地占有无主地并取得其主权的行

为。先占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即先占的客体必须是无主地以及实行有

效占领。单纯发现无主地，只构成在一定时间内阻止他国占领的初步权利。 

 （二）时效（prescription）：一国原本不正当或非法占有已建立起主权

的领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受干扰地加以占有，以致造成一种信念，认

为事物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该国因此取得该土地的主权。在现代国际

法中，以时效作为取得领土的方式，已失去其现实意义了。 

    先占与时效的区别：先占对象是无主地，时效则针对他国领土。 

案例分析：钓鱼岛群岛领土争端 

    关于钓鱼岛群岛的领土主权，日本政府的主要理由是钓鱼岛群岛是无主地，

日本政府于1895年发现后予以先占而拥有主权。 

对此，我们可做以下分析： 

        先占的三个要素： 

        1、主体：国家 

        2、内容：实施有效控制，如，设立居民点，悬挂国旗，建立行政机构

等。 

        3、客体：无主地 

        指国际法不禁止国家取得主权的，尚未为任何国家占领的而且没有居住

有社会或政治组织的人群的地方。在极地制度、公海及国际海底制度、外层空间

法律制度形成以后，已经不存在无主地了。主权不清楚或有争议的领土，不能认

为是无主地。 

        中国政府认为： 

        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我国明朝时期，钓鱼岛群岛就

在中国的海防区域以内，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中国与琉球在这

一地区的分界是在赤尾屿与久米岛之间，中国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群岛从事生

产活动。 

        日本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窃取了钓鱼岛群岛，并通过《马关条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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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清政府割让了上述岛屿。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等一系

列国际公约，日本应将包括钓鱼岛群岛在内的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 

（三）添附（accretion）：分为自然添附与人为添附，均为取得领土的合 

法方式。 

（四）割让（cession）：一国根据条约将其领土的一部分移转给另一个国 

家，分强制性领土转移与非强制性领土转移； 

      1867年，沙皇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 

     许多国家的宪法对这种重大的国家行为都有限制性的规定，如公民投票等。 

（五）征服（conquest）：一国以武力兼并他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从而 

取得该领土的主权。有效的征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即占有的意思表示以及保持

占有的能力。 

        自从现代国际法废止战争以来，征服已不再是取得领土的合法方式了。 

        征服与割让的区别：是否缔结条约。 

【案例分析】安娜号案 

        1805年，在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国私掠船米纳瓦号（the Minerva）

在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拿捕了西班牙船安娜号。英国捕获法庭审理该案时，美国认

为，该船是在美国领海内被拿捕，要求释放该船。 

        在该案中，法庭满足了美国的要求，认为拿捕虽然是在距离美国陆地海

岸三海里领海以外发生的，但却是在距离一个由河口淤积物所形成的小岛的三海

里以内发生的，应当认为是在美国领海内发生。根据有关国际法，交战国不应在

第三国领海内拿捕交战对方的船只。 

二、现代国际法变更领土的方式 

（一）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民族自决，即，一切处于外国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外国奴役下的被压迫民

族，有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 

    民族自决可采取和平方式，也可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 

（二）全民公决（referendum） 

      全民公决，又称公民投票，是指由全体公民以投票方式决定有关领土的归

属。引起领土变更的全民公决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即合法与正当的理由、居

民能够自由表达意思、应由联合国监督投票。 
三、领土争端及其解决 

        （一）领土争端产生的原因 

       引发领土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两国间边界线的位置或边界

线的走向不明确，也可能是双方对边界条约中有关边界线的规定有不同的解释，

或者由于边境被侵占、边界线被单方面移动等。 

        （二）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式 

    1、通过双方谈判，签订边界条约。 

    2、提交仲裁或国际司法程序。 

 

                  第三节  领土主权及其限制 

一、领土主权 

        （一）定义 

         领土主权（territorial sovereignty）是指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和物

所行使的最高的和排他的权力，其内容包括领土所有权、领土管辖权、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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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三个方面： 

        （二）领土管辖权（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领土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指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

人、事、物、行为拥有最高的、排他的管辖权。 

      1、属地管辖（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    

      2、属人管辖（personal  jurisdiction） 

      3、保护性管辖 

    （Jurisdi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4、 普遍管辖 

     （Jurisdiction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二）领土所有权（title to territory） 

        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土地和资源具有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

无论一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何，他国对于其任何领土的侵犯都构成国际法上对

领土主权的侵犯。 

        一国领域内的私人土地是否属于国际法上的国家领土？ 

        正确区分国际法上的所有权和国内法上的所有权： 

        从国际法上看，一国范围内的任何领土都是国家所有的；从内法上看，

一国领土可以通过国内法赋与私人拥有或使用。 

二、对领土主权的限制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完全的、排他的主权，但领土主权不是绝对的。对领

土主权的限制来自两个方面：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  

        1、国际习惯法的限制（restricted by Customary Law）  

        国际习惯的限制也叫做一般限制，适用于所有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例如：

一国在开发或利用其领土时，不得损害他国利益；任何国家不得主张对依照国际

法享有豁免权的对象行使管辖权；国家不得禁止外国船舶在其领海内的无害通

过，国家有义务防止任何人在其领土上作有害他国的行为。 

        2、国际条约的限制（restricted by treaty） 

      国际条约的限制是对领土主权的特殊限制，合法、平等的国际条约施加的

限制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反之，不平等条约所施加的限制是违反国际法的，其形

式有共管、租借、势力范围和国际地役四种。 

3年，巴拉那河中游河段的伊泰普水电站（Itaipu Hydropower Station）是目前世

界第二大水电站，由巴西与巴拉圭共建、共管，发电量由两国均分。，由巴西拉 

（二）租借（lease） 

（三）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 

（四）国际地役（international servitude） 

 

 第四节  边界与边境制度 

一、边界的形成与划分 

（一）边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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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又称国家边界（state boundary）或国界，是划分国家领土范围的 

界线。  

        国家边界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 

        1、传统边界线（traditional boundaries）：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根据 

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而逐渐形成的边界线； 

      2、确定边界线（determined boundaries）：有关国家经划界程序以条约 

形式确定的边界线。 

（二）边界的划分 

       第一，自然划界法。自然划界法是指国家利用天然地形，如河流、湖泊、 

山脉、沙漠和森林等为界，来划定边界线的方法。 

        1、山脉一般以分水岭为界； 

        2、河流为界时，可通航之河流以主航道中间线为界，不可通航之河流

以河道中间线为界。 

        3、湖泊和内海为界时，通常以中央线为界。                 

        Lake Michigan（美） 

        第二，几何学划界法。几何学划界法是指以两个固定点之 

间的直线作为国家的边界线的方法。 

        第三，天文学划界法。天文学划界法是指以一定经纬度来 

确定国家边界的方法。 

  隆端寺案（柏威夏寺案） 

二、边境制度 

    边境制度是有关相邻国家考虑到边境地区的现实，为谋求该地区居民经济、 

社会生活的便利和利益，维护边境地区的秩序和环境，通过国内立法和双边条约 

进行合作而确立的法律制度。通常包括以下四项具体内容： 

    （一）边界标志的维护 

    （二）地方居民的往来 

    （三）界河和边境土地的利用 

    （四）边境争端的处理 

三、中国的边界现状 

        同我国接壤的陆上邻国有14个：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缅甸、 

老挝和越南。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全部或基本解决了 

与这些国家的陆地边界问题。 

        在海上与我国相邻或相向的国家有8个：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 

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我国与邻国的陆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特别是海域划界和岛屿归属面临 

复杂严峻的形势。 

视频：国际法院澄清称未参与菲南海仲裁案 

 

 第五节  南极和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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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极条约出台的背景 

    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1959年12 

月，在美国的倡议下，阿根廷、澳大利亚等12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南极条约》， 

该条约于1961年生效。 

（二）《南极条约》的主要内容 

       第一，南极只能用于和平之目的； 

       第二，各国在南极洲享有科学调查的自由，并为此目的而进行国际合作； 

       第三，冻结对南极的领土要求； 

       第四，缔约各方有权指派观察员在任何时间进入南极任何地区进行视察； 

       第五，建立缔约国协商会议制度。 

（三）南极条约体系 

    《南极条约》与1972年《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保护公约》、1988年《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和1991年《南极条约环 

境保护议定书》等公约共同构成了“南极条约体系”。 

（四）中国与南极 

    我国于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1985年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我 

国已先后建立了长城站（1985年）、中山站（1989年）、昆仑站（2009年）和 

中国泰山站（2014年）。   

    2018年2月，我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在罗斯海奠基。 

【对接司考】（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一第78题） 

二、北极的法律地位 

    迄今为止，还没有国际协议对北极的法律地位问题加以规定。 

    1973年，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和苏联签订了《保护北极熊协定》。

1990年，北极地区有关国家成立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同年，加拿大、丹麦、

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美国和苏联等8个国家共同签订了《八国条约》。该

条约主要规定的是各国在北极的科学研究行为规范和环保责任，并没有对各国领

土和资源的分配做出界定。1991年，北极国家首脑会议发表了《保护北极环境

宣言》，并制定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 

     1996年9月，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等8

个北极沿岸国家，在加拿大渥太华成立了北极理事会。 

     近些年来，我国多次派遣科研人员赴北极进行科学考察活动，于2004年7

月建立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 

【课后思考与练习】 

1、 如何论证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2、 国家之间的边境争端应该如何解决？ 

 

第十一章  国际海洋法 

【教学目标】 

通过对海洋法的基础理论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海洋法公约对各类海域的界定；海洋内水；

领海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公海的法律地位和

公海自由制度；国际海底区域；我国有关海洋立法的规定；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海洋法公约对各类海域的界定；（2）海洋内水；（3）领海的法律性质、

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3）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4）公海的法律地位和公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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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制度；（5）国际海底区域；（6）我国有关海洋立法的规定； 

 教学难点：（1）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2）海上各种通行制度及其适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海洋法的发展 

一、海洋的重要性 

二、国际海洋法的概念 

    传统的海洋法主要研究领海和公海制度。 

        现代海洋法，又称国际海洋法，是指有关各种海域的法律地位和在各种

海域中从事航行、资源开发和利用，海洋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等活动的原则、规

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 

        现代海洋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海和公海制度，涉及海洋的各个领域，

涉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新的海洋法主要内容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

国际海底区域、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及群岛水域、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

境保护和海洋争端解决等一系列制度。 

三、国际海洋法的编纂与发展 

       （一）国际海洋法的编纂 

        1、国际联盟1930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 

        2、1958年4月24日至4月27日，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 

     (1) the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领

海与毗连区公约》 

     (2)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大陆架公约》 

     (3) the Convention on Fishing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High Sea《公海捕鱼与养护生物资源公约》 

     (4) the 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公海公约》 

       海洋法开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但相关公约主要反映了西方海洋强

国的意志，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1960年3月17日至4月27日，联合国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主要审议领海宽度与

捕鱼界限问题，但无果而终。 

 4、1973年12月3日开始历时9年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1982年4月30日，会议以130票赞成、4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 

（二）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 

     1、1994年7月28日，通过了《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并于1996年7月28日生效。 

    2、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和大会于2000年7月13日通过了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 

    3、1995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

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回游鱼类群的规定的协定》。该协定发展了《公约》有

关养护公海渔业资源的规定，确立了关于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回游鱼

类两种资源的一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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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领海与毗连区 

 

一、领海的概念与法律地位 

（一）领海的定义（ Territorial Sea ） 

    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国的情 

况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称为领海。  

（二）领海的法律地位 

        1、领海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受沿海国主权支配。 

        2、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排他的管辖权。 

        3、领海主权及于领海的上空、水域、海床和底土。 

        4、领海主权是受某种限制的领土主权。即，沿海国在领海的主权要受

到《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无害通过权及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限制。 

被认为有害的行为： 

      （1）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 

            （2）以任何武器进行任何军事操练或演习； 
            （3）以搜集情报为目的的使沿海国的防务和安全受损害的行为； 

      （4）目的在于影响沿海国防务或安全的宣传行为； 

      （5）在船上起落或接载任何飞机； 
      （6）在船上发射、降落或接载任何军事装置； 

            （7）违反沿海国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法律和规章，装卸或上下任何

商品、货币或人员； 

      （8）故意的和严重的污染行为； 

      （9）捕鱼活动； 

      （10）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 

      （11）目的在于干扰沿海国任何通讯系统或任何其他设施或设备的行为； 

      （12）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活动。 

     外国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核物质或其他本质上危险或有毒物质的船舶，在行

使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时，应持有国际协定为这种船舶所规定的证书并遵守国

际协定所规定的特别预防措施。 

二、领海基线与领海宽度 

（一）领海基线 

        1、领海基线是国家内水与领海的分界线，又称领海的内部界限。它是

指沿海国测算其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宽度的起算线。 

        2、领海基线有三种：正常基线、直线基线和混合基线。 

（二）领海宽度 

        1、三大传统学说：“航程说（sailing limit）”、“视力说（the range of 

vision）”、“ 大炮射程说（the ‘cannon-shot’ rule，荷兰/宾刻舒克）  

        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每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直

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12海里的界限为止。 

        3、确定领海的外部界限的三种方法： 

        （1）平行线法（ measure of parallel lines ）：主要适用直线领海基线，

即，领海外部界限与领海基线完全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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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圆弧法（ measure of cross-rounds，交圆法）：主要适用正常基

线，即，以基线上的某些点为中心，以领海宽度为半径向外划出一系列相交的半

圆，连接各半圆顶点之间形成的线，为领海的外部界线。 

        （3）直线法（ measure of common tangent line ，共同正切线法）：

以每一基点为中心，以领海宽度为半径，向外划出一系列半圆，然后划出两个半

圆之间的共同正切线，这些切线连接在一起，形成领海的外部界限。 

三、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条的规定： 

        （一）通常情况下，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没有相反协议时，通过友好协

商可以按照中间线或等距线划定彼此的领海界限； 

        （二）在领海界限划定的谈判中，彼此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

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 

        （三）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

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四）要在中间线或等距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特殊情况，以便通过谈

判求得公平的结果。这些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地质等。 

四、毗连区制度 

        （一）定义： 

        毗连区（Contiguous Zone）是沿海国领海以外但又毗连其领海的一定

宽度的特定海域。它是国家管辖范围的水域，是由习惯法发展而来的一项国际法

制度。 

        （二）沿海国在其毗连区的权利： 

        1、防止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反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规章。 

        2、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反上述法律和规章的行为。毗连区从测算

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超过24海里。 

        （三）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有关毗连区制度的两点修改： 

        1、取消毗连区属于公海的提法； 

        2、把毗连区的外部界限从领海基线量起12海里延至24海里 

五、中国的领海与毗连区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2年2月26日通过了《领海及毗连区法》， 

以国家立法形式确定了我国的领海及毗连区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邻接其陆地领土和内水的一带海域； 

        （二）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主权及于领海上空、领海的海床及底土；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毗连区为领海以外邻接邻海的一带海域； 

        （五）外国非军用船舶，依照本法享有无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的

权利； 

        （六）外国船舶通过我国领海，必须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 

        （七）任何外国、国际组织、外国法人或者自然人，在我国领海内进行

法定活动，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其有关主管机关批准。 

（八） 可自内水、领海或者毗连区开始行使紧追权。 

 

 第三节  专属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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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包括： 

        1、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 

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     

        2、本公约有关条款规定的对下列事项的管辖权：人工岛屿、设施和结 

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3、本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专属经济区保留了原来适用于公海的六项自 

由：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人工岛屿和设施的 

自由、捕鱼自由、科学研究自由。 

        同时，《公约》允许沿海国制定法律规章对上述自由加以限制。 

⚫ 三、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在该区域的权利具体规定如下： 

        1、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辖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自然资源为目

的的主权权利； 

        2、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享有

专属管辖权； 

        3、对海洋科学研究的专属管辖权； 

        4、对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专属管辖权； 

        5、国际法所赋予的其他权利和管辖。 

        注意：上述权利与相应义务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 

⚫ 四、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制度 

        （一）我国于1996年5月15日正式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8

年颁布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其领

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至200海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岸相邻或者相向国家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的主张重叠的，在国际法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限。 

 

 第四节  大陆架制度 

⚫ 一、大陆架的概念 

    （一）定义：大陆架（Continental Shelf），又称“大陆礁层”，是指沿海国

陆地领土在领海外部界限水下向海的自然延伸部分。 

        （二）制度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1）款规定：“沿海

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

海底区域的海底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

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定义的特点： 

        1、重申了《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的法律概念以及它与自然延伸的

自然事实之间的关系。 

        2、建立了大陆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与大陆架作为一个地貌概念的联系。 

        3、引入了距离标准，使一个沿海国无论是否有自然意义上的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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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主张自领海基线起200海里以内的大陆架。 

（四）确立超过200海里的外划分大陆架的方式 

        1、两条公式线： 

        （1）1%沉积岩厚度标准——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

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1%； 

        （2）坡脚线+60海里——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60海里的各定点

为准，划定界线。 

        2、两条制约线： 

        （1）不超过领海基线350海里； 

（2）不超过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 

⚫ 二、大陆架的法律地位 

        （一）沿海国为勘探和开采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上述权利是专属性的、固有的，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 

        （二）沿海国对大陆架权利的行使，不应影响大陆架上覆水域或水域上

空的法律地位，即，上覆水域或上空的法律地位受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支配。 

        （三）沿海国对大陆架权利的行使，不应对其他国家的依本公约享有的

其他权利和自由有所侵害或不当干扰。 

        （四）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的法律地位特殊： 

        根据《公约》第76条规定，沿海国陆地领土向海洋的自然延伸如果超

过其领海基线二百海里以外的，可以主张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简称“外大陆

架”。 

⚫ 三、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的划界问题 

        （一）1958年《大陆架公约》中规定的划界原则：等距原则；国际法

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中使用了自然延伸原则。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Article83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States with opposite or adjacent coasts 

      1.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States with opposite 

or adjacent coasts shall be effected by agreement on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8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order to achieve an equitable solution. 

      1、海岸相向国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

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2. If no agreement can be reached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the  

States concerned shall resort to the procedures provided for in Part XV. 

    2、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应诉诸第十五部分（争端

的解决）所规定的程序。 

3. Pending agreement a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the States  

concerned, in a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shall make every 

effort to enter into provisional arrangements of a practical nature and, during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to jeopardize or hamper the reaching of the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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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Such arrangements shall be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final 

delimitation. 

    3、在达成第1款规定的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

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

成。这种安排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的正确解读： 

        1、划界所依据的法律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的国际法； 

        2、以协议的方式划定； 

        3、在达成大陆架划界协定以前，有关各国应该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

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定的达成； 

        4、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定，应诉诸本公约第15部

分（争端的解决）所规定的程序。 

⚫ 四、中国的大陆架制度 

    1998年6月13日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一）中国是世界上宽大陆架国家之一，黄海、东海大陆架均为我国陆

地领土在海底的自然延伸，根据自然延伸原则，我国对上述大陆架拥有主权权利。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200海里，则扩展至200

海里；  

        （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同有关国家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协

商确定划界问题； 

        （三）对于有关国家单方面宣布划定与我国大陆架的重叠区范围的行

为，对其他国家侵犯中国大陆架权利的行为，我国坚决反对，不予承认。 

六、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关系 

 

 第五节  用于航行的海峡及群岛水域 

⚫ 一、用于国际通行的海峡和过境通行制度 

        （一）用于国际通行的海峡（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指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于国

际航行的海峡，又称“国际海峡”。 

    《公约》确立12海里领海，世界上有116个海峡由于宽度不足24海里而成为 

沿海国的领海，其中约有30个海峡两端连接公海或专属经济区，构成重要国际水 

道，被认为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一些国家主张这类海峡实行公海的自由通行制度（free passage），另一些 

国家认为这些海峡既然成了有关国家的领海就应实行领海无害通过制度 

（innocent passage）。作为各方妥协的结果，《公约》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 

峡”中创造一项新制度——过境通行制（transit passage）。 

        （二）过境通行制度 

        1、过境通行是指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为在公海或专

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海峡继续不停和迅

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船舶和飞机在行使海峡过境通行权时也应

承担相应义务。 

        2、过境通行制不适用的情形：在由海峡沿岸国的一个岛屿和该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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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而且该岛向海一面有在航行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公海，或穿过专 

属经济区的航道。 

（三）他国行使过境通行权时的义务 

       1、毫不迟延地通过或飞越海峡； 

       2、不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

用武力； 

       3、除因不可抗力或遇难外，不从事其通过所附带发生的活动以外的任何

活动； 

       4、过境通行的船舶应遵守一般接受的关于海上安全的国际规则和防止、

减少和控制来自船舶的污染的国际规则； 

       5、过境通行的飞机应遵守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适用于民用飞机的《航空

规则》。 

⚫ 过境通行vs无害通过 

例：  Corfu Channel Case 科孚海峡案 

      （英国诉阿尔巴尼亚，国际法院，1949年） 

    1946年5月14日，两艘通过科孚海峡的英国巡洋舰遭到来自阿尔巴尼亚海岸

的炮火轰击。英国政府立即向阿政府提出抗议，声称其船只在科孚海峡享有无害

通过权。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回复：外国船只通过其领海必须事先通知并取得阿

尔巴尼亚政府的许可。为了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1946年10月22日，一支由两

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由南向北驶入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的科

孚海峡北部；其中两艘驱逐舰触水雷爆炸，造成舰只严重损坏，死伤82人的重大

损失。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通知阿尔巴尼亚政府，它准备再次到有关水域扫雷；

遭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强烈反对。11月12日和13日，英国舰队到科孚海峡阿尔巴

尼亚领水内扫雷，发现22枚德国制式水雷。 

    1947年5月22日，英国向国际法院起诉。英阿两国请求法院就以下两个问题

进行裁决： 

⚫ 二、群岛与群岛国 

（一）群岛与群岛国制度 

    “群岛”是指一群岛屿,包括若干岛屿的若干部分、相连的水域或其他自然 

地形,彼此密切相关，以致这种岛屿、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 

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或在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  

     群岛国是指全部由一个或多个群岛构成的国家。 

（二）群岛水域及其法律地位 

        群岛国可划定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直线基线， 

以此作为测量其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宽度的基线。 

        群岛国的主权及于群岛水域，及于群岛水域的上空、海床和底土，以及 

其中所包含的资源。 

（三）群岛基线的限制 

    1、群岛基线所覆盖的范围内，陆地面积与水域面积的比例应该在1:1到1:9

之间； 

    2、群岛基线的（每一组成部分）长度不应超过100海里，允许3%的基线部分

超过该长度，但要在100-125海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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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群岛的主要岛屿应包括在基线以内； 

    4、群岛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明显程度上偏离群岛的一般轮廓； 

    5、群岛基线的划定不应以低潮高地为起点，除非此等低潮高地建有永久高

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或者该低潮高地的全部或一部分与最近的岛屿相距

不超过领海宽度； 

    6、群岛基线不应隔断另一国领海与公海或专属经济区； 

    7、群岛基线应在大比例尺的海图上标出，并连同地理坐标表一起妥为公布

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处。 

    8、群岛基线以内，河口、海湾和港口封闭线以内的水域是内水，不属于群

岛水域。 

群岛水域及其通过制度示意图 

三、南沙群岛、钓鱼岛的法律地位 

    （一）南沙群岛的法律地位 

        南沙群岛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历史上已被视为群岛的中国 

领土的一部分。 

        （二）钓鱼岛的法律地位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 

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 

 

 第六节  公海 

一、公海的概念与法律地位 

        （一）公海的概念 

        1、定义：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

域内的全部海域。 

        2、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制度对公海的挑战与影响： 

        （1）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公海范围相应缩小了40%； 

        （2）群岛国制度的设立，使大片原属于公海的水域成为群岛水域； 

        （3）领海的最大宽度不超过12海里，保持了公海界限的确定性与稳定

性； 

       （4）国际海底制度的确立，形成了一种与公海水域完全不同的新的海洋

制度。 

         

        （二）公海的法律地位 

        1、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 

        2、公海应只用于和平目的； 

        3、每个国家均有权在公海上行驶悬挂其旗帜的船舶； 

        4、每个国家应对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有效行使管辖和控制； 

        5、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等情况时，对此种人员的任何刑事诉讼或纪

律程序，仅可向船旗国或此种人员所属国的司法或行政当局提出； 

        6、军舰和由一国所有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船舶拥有完全豁免权； 

        7、每个国家应采取措施，防止和惩罚本国船舶贩运奴隶。 

        8、所有国家均有权在大陆架以外公海海底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9、所有国家的国民均有权在公海上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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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海的法律制度 

        （一）公海自由的基本含义： 

      1、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2、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下，各国均

有行使公海自由的权利； 

      3、违背公海自由原则被认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公海六项自由： 

      1、航行自由；      

2、飞越自由；     

3、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但受第六部分（大陆架）的限制；        

4、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但受第六部分（大 

陆架）的限制； 

     5、捕鱼自由，但受第二节（第七部分第二节公海生物资源的 

养护和管理）规定条件的限制； 

 6、科学研究的自由，但受第六部分和第十三部分（海洋科学 

研究）的限制。 

        （三）登临权（right of visit） 

        一国军舰对公海上的外国船舶（享有完全豁免权的船舶除外），有合理

根据认为其有海盗、贩奴等嫌疑的，享有登临该船的权利。具体包括： 

        1、该船从事海盗行为；   

        2、该船从事奴隶贩卖； 

        3、该船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而且军舰的船旗国依据第一○九条（在公

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有管辖权；   

        4、该船没有国籍； 

        5、该船虽悬挂外国旗帜或拒不展示其旗帜，而事实上却与该军舰属同

一国籍。 

        按照在《公约》之后达成的《促进公海上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

的协定》，在公海上对涉嫌非法捕鱼的船舶，也可以登临检查。 

          （（四四））紧紧追追权权（（rriigghhtt  ooff  hhoott  ppuurrssuuiitt））  

              定定义义：：沿沿海海国国对对违违反反该该国国法法律律并并从从该该国国管管辖辖范范围围内内的的水水域域驶驶向向公公海海的的外外

国国船船舶舶进进行行追追赶赶的的权权利利。。  
        一一、、紧紧追追必必须须从从国国家家管管辖辖范范围围内内的的水水域域（（内内水水、、群群岛岛水水域域、、领领海海或或毗毗连连区区））

开开始始。。如如果果外外国国船船舶舶在在专专属属经经济济区区或或大大陆陆架架违违反反一一国国法法律律，，该该国国亦亦可可从从专专属属经经济济

区区或或大大陆陆架架开开始始紧紧追追。。  

        二二、、紧紧追追必必须须连连续续不不断断地地进进行行；；  

        三三、、紧紧追追在在被被追追逐逐者者进进入入其其本本国国或或第第三三国国领领海海时时必必须须终终止止；；  

        四四、、追追逐逐只只有有在在外外国国船船舶舶视视听听范范围围内内发发出出视视觉觉或或听听觉觉的的停停驶驶信信号号后后才才能能开开

始始；；  

        五五、、紧紧追追任任务务只只能能由由军军舰舰、、军军用用飞飞机机或或特特别别授授权权的的其其他他公公务务船船舶舶或或飞飞机机执执行行；；  

        六六、、在在不不应应行行使使紧紧追追权权的的情情况况下下，，在在领领海海以以外外命命令令外外国国船船舶舶停停驶驶或或逮逮捕捕外外国国

船船舶舶，，对对由由此此造造成成的的任任何何损损失失或或损损害害应应予予以以赔赔偿偿。。  

                              ————孤孤独独号号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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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一、国际海底区域的概念及其意义 

        （一）国际海底区域的概念： 

        国际海底区域，简称“区域”(the area)，指国家管辖范围（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区域是《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设立的一个崭新的概念。       

        （二）国际海底区域的重要性 

    “区域”约占整个海洋面积的65%以上，其上覆海域是公海，公海海底有大

量矿藏，特别是锰矿球，大约2万到3万亿吨蕴藏在海底，它含有大量的铜，海底

的蕴藏量够人类使用3至15万年。 

二、法律地位 

    （一）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二）对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

进行管理。 

    （三）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

利。 

    （四）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要为全人类谋福利，各国均可公平地享受海底资

源的收益。特别照顾发展中国家和未取得独立的国家人民的利益。 

三、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与管理制度 

    平行开发制（paralleled system）:由缔约国或国家实体、或在缔约国担保

下的具有缔约国国籍或这类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与海底管理

局企业部协作的方式进行。 

   具体地说，在一区域被勘探后，开发申请者要向管理局提供两块具有同等价

值的矿址，管理局选择其中一块作为保留区，留给管理局通过企业部或以发展中

国家协作的方式进行活动；另一块是合同区，可由缔约国或其企业通过与管理局

签订合同进行开发。 

    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预备性投资，进行可行性研究，被称为“先驱投资者”。

我国于1990年继法、日、俄、印之后成为第五个先驱投资者。 

四、关于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1990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主动召开 

正式协商会议，以期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得到普遍参加。自1990年至1994 

年，一共召开了15次会议。 

        联合国第48届大会于1994年7月28日表决通过了海洋法的两个文件：

《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和 

《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的决议》。 

     上述协定对公约中9个未解决问题的协商作为附件载于协定之后。 

【主要教学内容】 

1. 海洋的不同水域在国际法上的具体地位是什么? 如何着重理解我国的领海基 

线、大陆架制度?  

2. 《海洋法公约》在海洋划界争端解决中是如何适用的？有关国际法有何新发 

展？这些国际法及其新发展对解决中国与邻国的海洋划界问题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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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外交与领事关系法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法上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基础理论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外交特权与豁免 

的依据、内容和适用范围；领事特权与豁免的内容；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的比较； 

【教学重点、难点】 

（1）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依据、内容和适用范围；（2）领事特权与豁免的内容；（3）外交关

系与领事关系的比较；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外交与外交关系 

    （一）外交 

    外交，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其外交机关或授权代表与其他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

织所进行的职业化对外交往行为。 

    授权代表：当两国无外交关系时,领事人员获外交部特别授权也可以兼办外

交事务。 

    外交人员职业化：外交行为规范化；外交活动集团化。 

    （二）外交关系 

    国际法上的外交关系：国家通过其外交机关或授权代表与其他国家和政府间

国际组织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所形成的关系。 

 

第二节  外交关系机关和外交人员 

 

一、国内外交机关 

二、外交代表机关 

三、特别使团 

三、特别使团 

四、外交团 

五、外交代表职务的终止 

 

第三节  外交特权与豁免 

 

一、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根据 

二、使馆的特权与豁免 

二、使馆的特权与豁免 

三、使馆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三、使馆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三、使馆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三、使馆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四、特别使团及其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五、外交代表机关及其人员对接受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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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 

 

第四节  领事关系法 

一、领事关系法的编纂 

二、领事关系的建立与领馆的设立 

三、领事职务 

四、领馆人员 

五、领事特权与豁免 

五、领事特权与豁免 

六、领馆及其人员对接受国的义务 

 

第五节  中国关于外交和领事特权与豁免的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 

【主要教学内容】 

1、为什么国际法院判决比利时不能依据本国法对他国外交部长行使刑事管辖，即便以  

惩治反人类罪为由？ 

 

 

 

第十三章 条约 

 

【教学目标】 

通过对国际条约法的基础理论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条约的概念；条约的一般缔结程

序；条约的解释；条约的修改；条约的终止；条约的保留；我国缔结条约和批准的程序。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条约的概念；(2)条约的一般缔结程序；（3）条约的解释；（4）条约的修改；

（5）条约的终止；（6）条约的保留；（7）我国缔结条约和批准的程序； 

 教学难点：（1）条约的概念；（2）条约的保留；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  述 

 

一、条约的概念与特征 

二、条约的名称与种类 

三、条约法的编纂 

 

第二节  条约的缔结 

 

一、缔约权能 

 

（二）国家的缔约能力和缔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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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国家皆有缔结条约之能力 

“全权证书”（full powers） 

全权证书是指一国主管当局或一国际组织主管机关所颁发，指派一人

或数人代表该国或该组织谈判、议定或认证条约约文，表示该国或该组织同

意受条约拘束，或完成有关条约之任何其他行为之文书。 

全权证书的互免和无需出示： 

如果各方同意，可以互免其缔约代表的全权证书。 

担任特定国家职务的人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也被认为是代表其国家：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 

国家任命出席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的代表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 

（三）国际组织的缔约能力和缔约权 

国际组织章程规则的授权         

二、缔约程序 

（一）议定约文 

（二）约文的认证（authentication） 

约文的认证、签署、待核准签署、草签 

（三）表示同意受条约拘束 

（四）通知批准、交换或交存批准书 

签署（signature） 

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exchange of instruments constituting a 

treaty） 

批准（ratification） 

接受（acceptance）或核准（approval） 

任何其他同意之方式 

 

三、条约的加入（accession） 

四、条约的保管、登记与公布 

 

五、中国的缔结条约程序法 

第三节  条约的保留 

 

一、条约保留的定义 

二、条约保留的范围 

缔约方只能在允许保留的条约或条款的范围提出保留，以下三种情况

不得提出保留： 

条约禁止保留 

条约仅准许特定的保留，而有关保留不在其内 

两种情况： 

一是条约明确规定不得保留的条款，其余条款均可保留 

二是条约明确规定可以保留的条款或事项，其余条款或事项均不得保

留 

该项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与宗旨 

三、条约保留的接受与反对及其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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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留的接受与反对 

对明文许可保留的条约提出的保留的成立，一般无需各缔约国和缔约

组织事后予以接受 

保留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才能成立的情形 

保留须经国际组织主管机关接受的情形 

 不属以上所述情况的： 

如果保留经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受，在与接受保留的国家或组织

的关系上，保留国或国际组织即成为该条约的当事方，但以该条约对保留国

或国际组织和接受国或国际组织均已生效或开始生效为条件 

如果保留经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反对，并不妨碍该条约在反对国或

国际组织与保留国或国际组织之间生效，除非反对国或国际组织明确地表示

了相反的意思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承受条约拘束的行为如附有一项保留，只

要至少有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受该项保留，该项保留就发生效力 

 

（二）保留及反对保留的法律效果 

保留的效果只及于保留国或国际组织与其他缔约国或国际组织之间

的关系 

凡是依公约有关规定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在保留国或国际组织

与该另一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上，依保留的范围排除或更改保留所涉及的条约

规定 

在其他当事方相互之间，则不排除或更改保留所涉及的条约的规定 

如果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并未反对条约在该国或国际组织与

保留国或国际组织之间生效，则在这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仅在保留所排除

或修改的范围内不适用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 

四、条约保留的程序 

 

第四节  条约的生效和暂时适用 

 

一、条约的生效（entry into force） 

双边条约生效的方式 

多边条约生效的方式 

二、条约的暂时适用（provisional application） 

条约暂时适用的情形 

条约暂时适用的终止 

三、条约的有效期 

无限期的条约 

有限期的条约 

 

第五节  条约的遵守与适用 

一、条约必须遵守 

（pacta sunt servanda） 

各当事方必须遵守条约 

各当事方必须遵守所有对其有效的条约 



 78 / 93 

 

各当事方必须善意履行条约义务 

各当事方不得以国内法或国际组织的规则为由而不遵守条约 

 

二、条约的适用 

（一）条约适用的时间范围 

条约的有效期 

条约有无溯及力 

（二）条约适用的空间范围 

条约适用于当事方的全部领土 

条约适用于当事方的全部领土的例外 

 

（三）条约冲突时的适用 

如果条约明文规定，该条约不得违反先订或后订的条约，或不得视为

与先订条约或后订条约不符，则该先订条约或后订条约优先 

在条约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先后两个条约的缔约方完全相

同，则先约仅在其规定与后约相符的范围内才适用，即后订条约优于先订条

约 

如果先后两个条约的缔约方不完全相同，在每一方均为前后两个条约

的当事方间，适用后订条约优于先订条约的办法；在一方为前后两个条约当

事方而一方则仅为其中一个条约当事方间，适用双方均为当事方的条约 

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关于《联合国宪章》优先于其他条约

的规定 

 

第六节  条约与第三方 

 

一、条约的相对效力原则 

当事国（或当事方） 

第三国（或第三方） 

二、条约为第三方创设权利 

条约当事方必须有给第三方创设权利的意图 

第三方对此表示同意 

三、条约为第三方创设义务 

条约当事方有给第三方施加义务的意图 

第三方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此项义务 

 

第七节  条约的解释 

 

一、条约解释的含义 

条约的解释（interpretation），是指条约当事方或其授权的解释机

关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有分歧的条约条款或其他条约的适用问题作出明确具

体的说明。 

二、条约解释的主体 

条约的当事方 

经条约授权的国际组织的有关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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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辖权的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机关 

 

三、条约解释的原则与基本方法 

（一）条约解释的理论 

客观论 

主观论 

目的论 

（二）条约解释的通则 

依照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解释 

依照条约用语在上下文中的含义解释 

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解释 

善意地解释 

（三）条约解释的补充资料 

为证实由适用第31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第31条作解释而：（a）

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b）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

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 

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 

 

第八节   

条约的修订、终止与无效 

一、条约的修订 

条约的修订（revision）是指条约当事方在缔结条约后于该条约有效

期内改变其规定的行为 

条约的修正（amendment）：全体当事方对条约的修订 

条约的修改（modification）：部分当事方对条约的修订 

二、条约的无效 

 

条约的无效（invalidity）是指条约因不符合国际法所规定的条约成

立的实质要件而自始或自撤销同意时无效 

（一）条约自撤销同意时无效的理由 

违反一国国内法或一国际组织的规则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定 

违反关于表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的权力的特定限制 

错误 

诈欺 

贿赂 

（二）条约自始无效的理由 

强迫 

以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施行强迫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强行法）相抵触的条约 

 

三、条约的终止及暂停施行 

（一）条约的终止 

条约的终止(termination)，是指条约生效以后，由于国际法所承认

的原因的出现，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再拘束原有的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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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终止一般包括如下情况： 

依照条约规定终止或全体当事国同意终止或退出条约 

依照当事方的原意或条约的性质默示的权利解除或退出条约 

依照条约规定于多边条约的当事国减少至条约生效所必需的数目以

下时终止条约 

条约因缔结后订条约而终止 

条约因违约而终止 

因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之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等意外情况以致不

可能履行 

情况的基本改变 

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 

爆发战争或武装冲突 

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的产生 

 

（二）条约的暂停施行 

  条约的暂停施行（suspension），指一个或数个当事方在一定期间

内暂停施行条约的一部或全部，在停止施行期间中止条约效力 

条约的暂停施行与条约的终止的区别 

条约的终止是从终止之日起终止条约的效力，解除当事方履行条约的

义务 

条约的暂停施行只是在暂停施行期间解除当事方履行条约的义务，此

外并不影响其他当事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嗣后必要时，可依一定程序恢复条

约的施行，但也可能导致条约效力的终止 
 

【课后思考与练习】 

1、 什么是条约解释的习惯国际法？ 

2、国际法实践对于条约解释惯例的适用有哪些新发展？ 

 

第十五章 国际责任法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教学目标】 

国际法导论是整个国际法课程的基础。通过学习国际法导论，使学生对国际法有初步的

认识与了解，为学习国际法的全部内容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难点（1）国际法效力的根据；(2)国际法的法律性质；(3)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课程思政法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责任的概念 

二、联合国框架下有关国际责任的编纂活动 

二、联合国框架下有关国际责任的编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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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第二节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一、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概念 

二、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构成要件 

三、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免责事由 

四、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形式 

 

第三节 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一、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性后果国际责任的概念及适用范围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构成要件 
【课后思考与练习】 

1、 什么是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2、 如何理解国际不法行为？ 

3、 分析中国政府在国际法律责任方面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第十六章 国际争端解决法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教学目标】 

国际法导论是整个国际法课程的基础。通过学习国际法导论，使学生对国际法有初步的

认识与了解，为学习国际法的全部内容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难点（1）国际法效力的根据；(2)国际法的法律性质；(3)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多媒体 

【主要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争端的特点与类型 

一、国际争端的概念与特征 

 

二、国际争端的类型 

 法律争端 

    是指当事国各自的要求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争端。 

    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概括为四种情形：①条约的解释；②

国际法的任何问题；③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④

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的性质和范围 

政治争端 

 是指由于当事国之间由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引起的，但不直接涉及

法律问题的争端。其属于国际政治关系争端。 

混合型争端 

   混合型争端是指既涉及当事国的法律权利，又涉及其政治利益的

争端。国际争端大多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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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第二节 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法 

一、谈判和协商 

二、斡旋和调停 

三、调解和和解 

第三节 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 

一、仲裁 

 

（三）国际仲裁的发展 

国际仲裁是一项古老的制度，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就已出现。 

近代仲裁制度的确立是1794年美英两国缔结的《杰伊条约》。 

1872年美英两国的“阿拉巴马号”仲裁案，使仲裁制度进一步发展。 

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会开始对国际仲裁规则进行编纂。 

1949年联大通过修订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使国际仲裁

真正成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的一个方法和制度。 

1958年联大通过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草案》为各

国缔结仲裁条约提供了示范规则。 

 

二、司法或准司法方法 

二、司法或准司法方法 

二、司法或准司法方法 

 

二、司法或准司法方法 

            

第四节 中国解决国际争端的立场与实践 

一、一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二、坚持协商与谈判为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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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排除法律方法或准司法方法 
【课后思考与练习】 

如何理解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四、各章课程思政设计 

 

教学 

章节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 

教学方法 
预期成效 

绪

论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的

地位与作用 

思政育人素

材： 

案例——普鲁

士拿捕丹麦商

船案 

思政映射点：普鲁士拿

捕丹麦商船，清政府为

自身以及丹麦主张权

利。 

思政融入点：中国自古

以来就有运用国际法

维护国家利益的优良

传统。 

案例分析法； 

心得体会交流 

着力培养学生

的大国自豪感、 

民族荣誉感。 

绪

论 

课程知识内

容： 

国际法与国内

法的联系与区

别 

思政育人素

材： 

大国风采、大

国外交 

思政映射点：大国在维

持世界和平方面的重

要作用 

思政融入点：中国作为

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土

面积第三的大国，值得

学生感到骄傲与自豪 

播放视频并齐

唱《歌唱祖国》 

激发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 

与民族荣誉感。 

绪

论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与

国内法之比较 

思政育人素

材：中华民族

不仅能崛起于

世界民族之

林，而且能为

良好的国际秩

序做出卓越贡

献 

思政映射点：国际法的

效力范围 

思政融入点：中国共产

党的创立与共产国际 

播放视频并齐

唱《国际歌》 

培养学生的国

际主义精神，厚

植学生的家国

情怀。 

绪

论 

课程知识内

容： 

中国国际法学

的发展 

思政育人素

材： 

列宁和斯大林

关于国际法的

思政映射点：新中国对

国际法学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 

思政融入点：国家主权

豁免、中国特色的国际

组织法学 

观看电影片断；

分组讨论并分

享心得体会 

增强学生的民

族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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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我国国

际法学的影响 

第 1

章 国

际 法

的 性

质 与

发展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与

国际政治的关

系 

思政育人素

材：国际法是

国际政治主张

的反映，是国

际政治的规范

表述 

思政映射点：认知霸权

主义存在的社会深层

原因与政治原因 

思政融入点：帮助学生

理解两种意识形态之

间的竞争，自觉增强抵

制西方不良思潮影响

的能力 

欣赏《帝国崛

起：美国称霸世

界之路》片断；

课堂讨论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树立

正确的 

核心价值观 

第 1

章 国

际 法

的 性

质 与

发展 

课程知识内

容：近代国际

法的反动性 

思政育人素

材： 

近代西方列强

的侵略扩张；

鸦片战争与第

二次鸦片战争 

思政映射点：明显的强

权政治、欧洲主义和殖

民主义色彩；西方列强

扩大适用国际法是满

足其侵略和扩张需要 

思政融入点：落后将会

挨打，青年大学生当自

强。 

观影《鸦片战

争》片断； 

谈心得体会 

要求学生树立

起“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危

机感；有较强的

强国意识；树立

正确的 

核心价值观。 

第 1

章 国

际 法

的 性

质 与

发展 

课程知识内

容：现代国际

法的积极性  

思政育人素

材：中国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

为国际法的正

确发展方向做

出了重大贡献 

思政映射点：一战后诞

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二战后亚非

拉地区殖民地纷纷独

立 

思政融入点：中国与亚

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

互动 

故事分享； 

分析讨论 

要求学生深入

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树立正确

的核心价值观。 

第 1

章 国

际 法

的 性

质 与

发展 

课程知识内

容：中国古代

国际法的遗迹 

思政育人素

材：中国自古

以来积极发展

并践行国际法 

思政映射点：唐朝《唐

律疏议》为世界上第一

部国际私法 

思政融入点：中国的立

法技术在当时堪称世

界一流，体现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 

朗诵分析； 

国学背诵 

增强学生的民

族荣誉感；厚植

学生的 

家国情怀，增强

学生的“四个自

信”。 

第 1

章 国

际 法

的 性

质 与

发展 

课程知识内

容：新中国对

现代国际法的

贡献 

思政育人素

材：中国与印

度、英国等国

思政映射：“一国两制”

的提出；香港、澳门顺

利回归祖国 

思政融入点：创新发展

国际法，和平解决殖民

地回归的国际法问题。 

观影《我的

1997》片断； 

谈心得体会 

增强学生大国

自豪感、民族荣

誉感与 

强国意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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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外交实践 

第 2

章 国

际 法

的 渊

源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渊

源 

思 政 育 人 素

材：《国际法院

规约》第 38 条

的规定 

思政映射点：《国际法

院规约》第 38 条的措

词：“文明国家” 

思政融入点：文明国家

与野蛮国家的强烈对

比，体现西方列强对曾

经被其蹂躏的国家的

蔑视，需要批判与纠正 

课堂讨论、双语

教学法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牢固

树立 

“四个自信” 

第 2

章 国

际 法

的 渊

源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强行

法 

思 政 育 人 素

材：国际强行

法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之

间的相通性 

思政映射点：国际社会

重视保护人类基本安

全、基本人权以及国家

基本利益 

思政融入点：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

渊源的丰富与拓展 

观影《湄公河大

案》片断 

分析讨论 

要求学生理解

“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树

立正确的核心

价值观；坚持

“四个自信”。 

第 2

章 国

际 法

的 渊

源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的

编纂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人类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 

思政映射点：中国对国

际法的编纂与逐渐发

展做出卓越贡献 

思政融入点：中国一直

为维护良好的国际秩

序提供中国智慧与中

国方案 

解读“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解读“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

谈心得体会 

增强学生大国

自豪感、感受

“人类命运共

同体”、“海洋命

运共同体”的博

大精深 

第 3

章 国

际 法

与 国

内 法

的 关

系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与

国内法的关系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第一次世界大

战；第二次世

界大战；日本

侵华 

思政映射点：国际法与

国内法“一元论”的“国

内法优先论”带来的战

争灾难 

思政融入点：国际法虚

无主义的危害性 

观影《第二次世

界大战》片断/

讨论 

培植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树立

“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第 4

章 国

际 法

基 本

原则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基

本原则 

思 政 育 人 素

材：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理念 

思政映射点：中国创造

性地提出处理国际关

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思政融入点：回顾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追溯习近平总书记“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观影《万隆会

议》片断 

分析讨论 

深入理解“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

念；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驳

斥中国威胁论。 



 86 / 93 

 

形成过程。 

第 4

章 国

际 法

基 本

原则 

课程知识内

容：国家主权

平等原则 

思 政 育 人 素

材：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常任

理事国 

思政映射点：国家主权

平等，应理解为各国在

法律上的机会平等和

地位平等，不能理解为

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平

等 

思政融入点：不能混淆

二战的功臣与罪魁祸

首 

浏览“联合国”

网站；讨论日本

“入常”问题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族荣誉感；厚植

学生的国际主

义 

第 4

章 国

际 法

基 本

原则 

课程知识内

容：民族自决

原则之独立权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独立权的行使

必须严控其适

用的前提条件 

思政映射点：民族自决

原则中的独立权仅适

用于被压迫民族 

思政融入点：台湾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不能借

“民族自决”之名，行

分裂国家之实。 

分享台湾历史；

组织学生交流

心得体会 

增强学生的民

族荣誉感；树立

正确的 

核心价值观 

第 5

章 国

际 法

的 主

体 

课程知识内

容：个人的国

际法主体问题 

思 政 育 人 素

材：国际刑事

法院的管辖权 

思政映射点：正确认知

西方国家学者“只承认

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

观点 

思政融入点：国际法不

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

法律，国家主权要得到

充分尊重与保护 

分析讨论；交流

心得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树立

正确的核心价

值观 

第 6

章 国

际 法

上 的

国家 

课程知识内

容：国家的基

本要素 

思 政 育 人 素

材：国家的四

个基本要素中

的“政府”与

“主权” 

思政映射点：台湾不具

备国家的构成要素，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思政融入点：强烈反对

“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的错误思想；台海

两岸人民同是炎黄子

孙，要一同为中华民族

的崛起而不懈努力。 

观看《看见台

湾》片断；分析

讨论；交流心得

体会。 

培养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民族

荣誉感；坚持

“四个自信”。 

第 6

章 国

际 法

上 的

国家 

课程知识内

容：国家的类

型 

思 政 育 人 素

材：不同的国

家类型不能作

为判断孰优孰

劣的标准 

思政映射点：中国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

制社会主义国家，这种

国家结构形式及社会

制度在抗击新冠肺炎

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 

思政融入点：中国要坚

观看“抗疫”专

题视频；组织分

组讨论分析。 

厚植学生的民

族荣誉感；使学

生坚持“四个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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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第 6

章 国

际 法

上 的

国家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上

的承认 

思 政 育 人 素

材：新中国成

立后对新中国

的承认问题 

思政映射点：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承认属于

政府承认，不是国家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

为国际法主体是旧中

国的继续。 

思政融入点：中国是唯

一一个没有中断文化

的文明古国 

观影《开国大

典》片断；谈心

得体会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民族

荣誉感和强国

意识感；驳斥

“两个中国”或

“一中一台”的

错误观点 

第 7

章 国

际 组

织法 

课程知识内

容：中国与联

合国 

思 政 育 人 素

材：中国共产

党代表董必武

出席联合国制

宪会议 

思政映射点：中国对反

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

大贡献并积极推进“联

合国”的成立，现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之一 

思政融入点：中国共产

党为二战及联合国的

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参观体验联合

国（网络）；组

织学生交流心

得体会。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族荣誉感；增强

“四个自信”。 

第 7

章 国

际 组

织法 

课程知识内

容：中国与区

域性组织 

思 政 育 人 素

材：上海合作

组织、亚投行、

海丝之路 

思政映射点：“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上

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

织或机构的设立、提出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思政融入点：中国是国

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是

世界和平与世界发展

的贡献者 

观影《共同命

运》片断；分组

讨论分析。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族荣誉感；厚植

学生的家国情

怀。 

第 8

章 国

际 法

上 的

个人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上

的个人 

思 政 育 人 素

材：中国政府

对新冠肺炎患

者 的 免 费 治

疗；对疑似病

人的有效隔离 

思政映射点：自然人的

国籍：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中国政府协助大量

中国公民顺利回国 

思政融入点：有国才有

家；国家强则人民安居

乐业；国家永远是人民

的坚强后盾。 

观看有新冠肺

炎防控的视频

资料；对比中国

与美国等外国

国民的不同待

遇；讨论分析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族荣誉感；厚植

学生的家国情

怀。 

第 8

章 国

际 法

上 的

课程知识内

容：中国对难

民的保护 

思政映射点：对正常来

华的缅甸公民采取就

地融合的政策 

组织观看视频；

讨论分析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族荣誉感；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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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中国政府对缅

甸难民的处理 

思政融入点：中国重视

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

邻友好关系 

学生的家国情

怀。 

第 8

章 国

际 法

上 的

个人 

课程知识内

容：欧洲难民

问题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欧洲难民产生

的原因、后果 

思政映射点：国家对其

公民的保护、公民的基

本人权问题。 

思政融入点：对比 3

岁难民偷渡溺亡，感受

社会主义中国稳定的

社会与幸福生活 

观看视频“3岁

难民偷渡溺亡

画面震惊”；交

流感想体会 

增强学生的“幸

福感”；增强学

生的“四个自

信”与民族荣誉

感。 

第 9

章 国

际 人

权法 

课程知识内

容：中国关于

人权问题的基

本立场 

思 政 育 人 素

材：国际人权

法具有较强的

政治性，人权

不能脱离一国

的实际情况 

思政映射点：人权保护

不能与国家主权原则

对立起来 

思政融入点：承认人权

具有普遍性并接受普

遍国际人权标准，新中

国成立后在人权保护

事业方面取得重大成

就 

讨论分析，交流

心得体会 

增强学生的民

族荣誉感；厚植

学生的家国情

怀；要求学生树

立正确的核心

价值观。 

第 9

章 国

际 人

权法 

课程知识内

容：保护人权

要坚持“尊重

主权、反对霸

权”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美国每年针对

各国人权状况

发表一系列人

权白皮书 

思政映射点：反对以保

护人权为借口干涉他

国内政；任何国家不能

将其人权标准或价值

观强加于人 

思政融入点：美国不是

世界警察，国际社会不

能创设凌驾于主权国

家之上的任何权力 

观影《厉害了，

我的国》片断；

分析讨论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族荣誉感；厚植

学生的家国情

怀。 

第 10

章 国

家 领

土法 

课程知识内

容：岛屿主权

归属问题 

思 政 育 人 素

材：中国自古

以来就拥有钓

鱼岛群岛的主

权权利 

思政映射点：我国倡导

尊重历史，钓鱼岛群岛

主权属我，周边海域可

“共同开发” 

思政融入点：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倡导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和

合”、“兼爱非攻”等思

想。 

案例分析；组织

分析讨论 

要求学生树立

起“强国意识

感”；增强学生

的“四个自信” 

第 10

章 国

家 领

土法 

课程知识内

容：中印领土

争端 

思政映射点：中国主张

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

之前，共同维护两国边

分析中印领土

问题；分组讨

论。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坚

定“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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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政 育 人 素

材：非法的“西

姆拉”会议 

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反对印度单方面改变

现状 

思政融入点：中国政府

不会在涉及国家核心

利益的问题上作任何

让步。 

第 10

章 国

家 领

土法 

课程知识内

容：南极与北

极 

思 政 育 人 素

材：中国在南

极地区与北极

地区设立科考

站 

思政映射点：中国在南

极先后建设完成了长

城、中山、昆仑、泰山

四个科考站，目前正在

建设罗斯海站；在北极

建有黄河科考站。 

思政融入点：南极地区

与北极地区科考站的

设立，彰显中国的综合

国力 

图片展示 

分析讨论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

“民族荣誉

感”，树立正确

的“核心价值

观” 

第 10

章 国

家 领

土法 

课程知识内

容：自卫权的

行使  

思 政 育 人 素

材：美国非法

入侵朝鲜半岛

案 

思政映射点：1950 年 6

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

“联合国军”悍然入侵

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

毅然支援朝鲜 

思政融入点：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 

观看电影片断

《上甘岭战役》 

谈心得体会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民

族荣誉感”与

“强国意识

感”。 

第 11

章 国

际 海

洋法 

课程知识内

容：中国的海

洋权益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菲律宾单方面

提起的南海仲

裁案 

思政映射点：中国海岸

线漫长，但由于日本、

美国的种种封锁，中国

海洋权益受到限制 

思政融入点：我国是海

洋大国，但仍不是海洋

强国 

分析“南海仲裁

案”的非法性；

分组讨论。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民

族荣誉感”与

“强国意识

感”。 

第 11

章 国

际 海

洋法 

课程知识内

容：海洋争端

之中日东海划

界问题 

思 政 育 人 素

材：中日东海

大陆架划界案 

思政映射点：解决中日

划界问题的前提是尊

重历史；钓鱼岛群岛的

主权是中国的。 

思政融入点：主权是国

家核心利益，习近平总

书记说任何国家不要

幻想中国会拿核心利

益来做交易 

视频播放；组织

学生分析讨论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正确

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海

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 

第 12

章 空

课程知识内

容：探索与利

思政映射点：中国已成

功发射嫦娥一、二、三、

播放火箭发射

视频；组织学生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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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法 用月球的法律

制度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中国探索外层

空间的成就 

四号探测器，嫦娥五号

探测器将于 2020年 10

月底发射。 

思政融入点：中国的外

空技术领先于国际社

会，当代大学生要更加

奋发图强。 

分析讨论 族荣誉感，树立

正确的核心价

值观，坚持“四

个自信”。 

第 13

章 条

约法 

课程知识内

容：条约法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中国政府遵守

国际法，同时

对一切违反国

际法的行为说

NO 

思政映射点：新中国

1949 年《共同纲领》

确定废除一切不平等

条约，取消西方列强在

中国的一切特权。 

思政融入点：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中国终于

挺直了腰杆 

播放视频并组

织分析讨论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民

族荣誉感，树立

正确的核心价

值观，坚持“四

个自信”。 

第 14

章 外

交 与

领 事

关 系

法 

课程知识内

容：外交与领

事关系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美国无故关闭

我驻休斯敦总

领事馆 

思政映射点：2020 年 7

月 21 日，美国政府关

闭休斯顿总领事馆，肆

意践踏国际法，破坏中

美关系。 

思政融入点：美国肆意

践踏国际法，中华民族

理就当仁不让。 

视频播放 

图片展示 

分析讨论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坚持

“四个自信”。 

第 15

章 国

际 责

任法 

课程知识内

容：国家责任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北约轰炸我驻

南使馆 

思政映射点：1999 年 5

月 7日夜间，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

野蛮袭击中国驻南联

盟大使馆。 

思政融入点：中国政府

历来重视维护国家及

国民的利益，当即要求

美国等国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承担责任 

图片展示 

网上悼念 

分析讨论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坚

持 

“四个自信” 

第 16

章 国

际 争

端 解

决法 

课程知识内

容：南海争端

解决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南海非法仲裁

案 

思政映射点：中国一贯

坚持协商与谈判解决

争端的首选方法，菲律

宾单方提起的所谓“南

海仲裁案” 

思政融入点：菲律宾单

方提起的所谓“南海仲

裁案”是非法无效的；

中国绝不承认，中国在

南海的一切不因此而

视频播放；组织

学生进行讨论

分析 

增强学生的“强

国意识感”；深

入理解“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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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半点影响。 

第 16

章 国

际 争

端 解

决法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争端

的司法解决机

构——国际法

院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中国国籍法官

对国际法院的

贡献 

思政映射点：中国先后

有徐谟、顾维钧、倪征

燠、史久镛、薛捍勤等

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其

中，史久镛还担任过副

院长和院长 

思政融入点：中国人在

国际法院担任法院甚

至担任院长，彰显大国

风采，对当代大学生产

生强大的鼓舞力。 

观看视频；组织

学生发表心得

体会。 

增强学生的“大

国自豪感”与

“民族荣誉

感”，树立正确

的“核心价值

观” 

第 17

章 国

际 刑

法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刑法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国际刑事法院

的设立与司法

实践 

思政映射点：国际刑法

的适用要坚持“国家主

权原则”，禁止借口适

用国际刑法来干涉他

国内政 

思政融入点：加强国际

法的硬性因素，不等于

要削弱主权国家国内

法的应有地位。 

组织学生分组

讨论；谈心得体

会。 

树立正确的“核

心价值观”，增

强“四个自信”。 

第 18

章 国

际 人

道法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人道

法 

思 政 育 人 素

材： 

第一次世界大

战；第二次世

界大战 

思政映射点：中国一直

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避免一切武装冲突

的发生 

思政融入点： 

中国一向主张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同时也有

权为维护国家利益与

国民利益而行使自卫

权，在特定情况下也不

排除使用核武器。 

观看电影片断；

组织学生讨论；

谈心得体会。 

帮助学生深刻

理解“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树立正确的“核

心价值观” 

教学 

章节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授课形式与 

教学方法 
预期成效 

绪

论 

课程知识内

容：国际法的

地位与作用 

思政育人素

材： 

案例——普鲁

士拿捕丹麦商

船案 

思政映射点：普鲁士拿

捕丹麦商船，清政府为

自身以及丹麦主张权

利。 

思政融入点：中国自古

以来就有运用国际法

维护国家利益的优良

传统。 

案例分析法； 

心得体会交流 

着力培养学生

的大国自豪感、 

民族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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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实训）要求 

（一）实验（实训）的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能够运用学到的国际法原理和具体知识分析历史上和当前的国际法律问题，培养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加深其对国际法适用性的认识和激励创新能力，为他们成为具有

广阔国际视野的 21 世纪人才奠定良好基础；推动国际法教学方式的深化，探索国际法人才

培养的新模式。 

（二）实验（实训）项目名称、学时分配表 

实验（实训）学时分配表 

序号 
实验（实训）项目名

称 

实验

（实

训）

学时 

实验（实

训）类型 
实验（实训）内容 

必

做

或

选

作 

每组人

数 

1 
案例分析的操作；

（英语表达） 
2 综合 

〖案情〗1966年，德国与荷兰

和德国与丹麦在如何划定北海

大陆架界线上发生争议：荷、

丹主张依等距离规则划定全部

界线；德国认为这种划法不公

平，因为德国的海岸是凹入的，

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形

成交叉，使德国得到的大陆架

只是一个与其海岸长度小得不

成比例的三角形。 

1967年 2月，德国与丹麦和德

国与荷兰分别达成协议，将争

议提交国际法院，请求法院判

定，“在划分属于该三国的北

海大陆架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

际法原则和规则”。 

〖问题分析〗 

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是什么？等

距离规则的地位如何？ 

必

做 
10 

2 
模拟法庭；(英语表

达) 
2 综合 

黑海划界案 （罗马尼亚诉乌克

兰 国际法院 2009年）  

Maritime delimitations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2009) 

必

做 
10 

 

（三）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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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在案例分析操作和模拟法庭的综合表现为依据，此综合表现占平时成绩的 20%，同时

重视学生在实践环节中表现出的思想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