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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

内容概要

《国际法》内容简介：一、国际法的课程性质与特点，国际法，旧称万国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
调整对象的法律。国际常设法院在1927年“荷花号”案的判决中明确表明，“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
律。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获得普遍接受为明示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
些规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的目的。”
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彼此又互相关联。按照教育部新修订的专业目录，国际
法作为二级学科，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因此，当国际法称“国际公法”时，旨在
区别于国际私法。
国际法律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法律化。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内涵与外延的不断丰富，国际法的调整范
围也迅速扩大。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处于持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可见，国际法具有实践性与理论
性并重、传统性与现代性兼顾、静态性与动态性结合的学科特点。
二、国际法的学术地位及作用与价值
作为维护国际正常秩序与促进各国正常交往的重要手段，不断演进的国际法在规范国家行为、解决国
际争端、促进共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而独特的作用。因此，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非常重视国际法
理论人才与实践人才的培养，常常将是否具有国际法知识作为能否从事国际事务的主要任职内容，并
适时努力向国际社会推荐本国优秀国际法人才。
我国历来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
法朝着有利于构建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和谐世界”的方向前进。大力普及国际法知识、积极
推动国际法研究、不断加强国际法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国际法素养，形成广主体、多
层次的国际法认知，推动构建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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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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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后果的国际损害责任　第四节 国际组织责任第七章 领土法　第
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领土取得与变更　第三节 内水制度　第四节 边界和边境制度　第五节 南极和北极
制度第八章 海洋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内海海域　第三节 领海、群岛国和毗连区　第四节 用于国
际航行的海峡　第五节 专属经济区　第六节 大陆架　第七节 公海　第八节 国际海底区域第九章 空间
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航空法　第三节 外层空间法第十章 国际环境法　第一节 国际环境法的
基本问题　第二节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及国际环境法律责任　第三节 大气环境的国际法保护　第四节 
海洋环境的国际法保护　第五节 自然资源的国际法保护　第六节 危险物质与废物的管理和越境转移
的国际法规制第十一章 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第一节 人权与国际人权保护　第二节 国际人权保护的条
约体系　第三节 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机制　第四节 中国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和实践第十二章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第一节 外交关系法　第二节 领事关系法第十三章 条约法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条约的缔结与生效　第三节 条约的遵守、适用及解释　第四节 条约的修订第十四章 国际组织法　第
一节 国际组织概述　第二节 国际组织制度　第三节 联合国体系　第四节 区域性国际组织第十五章 国
际刑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犯罪　第三节 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第四节 国际刑事法院第十六
章 国际争端解决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方法　第三节 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法
　第四节 联合国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五节 中国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第十七章 战争与国际人道法
　第一节 战争与战争法　第二节 战争的开始与结束　第三节 国际人道法　第四节 战时中立制度　第
五节 战争犯罪及法律责任参考文献、终止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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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

章节摘录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现在由于国际法常常遭到粗暴地违反和破坏，也不断引起人们对国际
法法律性质的怀疑。“国际法否定论”的各种观点，有的带有明显的片面性，有的是先入为主地用国
内法标准来衡量国际法的结果，因而是错误的。近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
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国际法的约束力为各国所公认，在实践中，国际法基本上得到了各国
的遵守。即使在国际法遭到破坏的少数情况下，有关国家也并不否认国际法的存在，而是设法证明根
据国际法其行为的合法性。而且正如不能因为有强盗而否定国内法的效力一样，也不能因为有侵略行
为而否定国际法的效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初，国际社会中有关“制裁”的规则逐渐发展，
这使得现代国际法的效力和国内法近似，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对违反者实行某种制裁作为保证的
。　　国际法之所以对国家具有约束力，国际法学者从法理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①自然法学派
认为，自然法是国际法的基础，国际法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国际法的效力来自“约定必须遵守”的
国际习惯法，而“约定必须遵守”的效·力又来自于所谓的“最高规范”或“原始规范”。②实在法
学派认为，国际法的效力依据不是抽象的“人类理性”，而是国家的“共同意志”。③折衷法学派介
于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之间，他们认为自然法和国家的共同意志都是国际法效力的依据。④新现
实主义学派中的权利政治学说认为，国际政治支配着国际法，而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因此，
国家间的“势力均衡”是国际法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新现实主义学派中的政策定
向学说认为，国际法受国际政治支配，但国际法有自身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国际法绝不等同于国际
政治，也不能将国际法和国家权力或国家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对此，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法的效
力依据来源于各国体现于其所缔结的条约之中的意志，但这种意志不是各缔约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
国意志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一种协调或协议。这种观点与国际社会的现实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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