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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强制执行问题研究》

前言

　　毋庸讳言，国际法实施机制一直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因为研究国际法的强制执行
问题，会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国际法法理学的欠缺，特别是缺少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基本理论框架。
其次是概念上的困惑。“强制执行”一词应用于国际法本身就会引发许多争议，而与国际法强制执行
的相关概念，如实施、执行与适用、自助与制裁、报复与反措施、单独或集体强制执行与司法强制执
行等，在使用上的混淆不清、界限不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再次是逻辑体系的冲突。不同的分类
标准会导致国际法强制执行措施不同的分类结果，无论依据哪一分类标准都无法涵盖所有的强制执行
措施，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逻辑出发点，以达到兼采两个分类标准的效果。最后是选题的宏观跨
度。它涉及国际法的各个部门，需要细致地、完整地采集点的信息，并将之科学地、准确地反映到面
上，因此而产生的工作量是巨大的。　　事实上，研究国际法的强制执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它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国际法强制性的认识，强化国际法是法的理念。另一方面，它能弥补国际法实
施机制理论研究的不足，从而有助于推动国际法治进程。　　本书以对国际法的强制性进行实证研究
为起点，在对国际法强制执行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从单独强制执行（自助）、集体强制执行（制
裁）、司法强制执行三个层面阐释了国际法上的强制执行措施，最后结合国际法的未来走向论证了强
制执行在国际法中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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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作者温树斌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是武汉大学国际法博士文库中的一本。本书分析
了国际法强制执行的法理基础，又介绍了国际法的单独执行和集体强制执行以及司法强制执行，最后
对强制执行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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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国际组织的制裁　　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使国际法的实施出现了不仅是集体的、而且是
集中的新机制。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分散局面。“国际组织所取得的
决定性成就还在于从制度上确保了国际法规范的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组织可以在达成广泛共
识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与个别国家的违法行为做斗争，这与传统国际法的实施措施相比无疑更加合理。
因为没有国际组织作为裁判，受害国很可能采取报复措施，从而导致‘自己给自己当裁判’的局面。
”　　1.一般国际法上的制裁。即国际组织以一般国际法为根据而不是依其组织法对违法国采取的强
制执行措施。一般国际法上的制裁具有以下特征：（1）以国际组织根据其决策程序作出的决议为基
础，具有集中化的特征。（2）由国际组织的部分或全体成员国负责执行。当国际组织作出有拘束力
的决议时，成员国有执行的法律义务；即使是不参与的会员国也要承担不协助措施针对国的消极义务
。（3）一般都会有两个以上的成员国参与，所以具有集体执行的性质，并涉及多边法律关系。（4）
由于主权的考虑，国家只会在有限的领域赋予国际组织以制裁权。例如，在联合国体系中，只有在国
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安理会才拥有强制措施的决策权和执行权。（5）与反措施或自卫不同，制裁措
施既包括非武力措施，也包括武力措施，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力。（6）国际组织的制裁是具有惩
罚性的措施。“将‘制裁’术语排他地用于惩罚性措施这些特殊的类型，如《联合国宪章》第41条所
述的措施，可能是有用的。”“制裁的定义或描述中经常包含的是：惩罚的要素和作为制裁动机的违
反国际法的因素。”与反措施不同，“无论是一个国家集团还是一个国际组织经授权而对另一国采取
的制裁行动往往具有一定的惩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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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体系非常系统，对执行问题研究是国内少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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