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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主编简介
杨泽伟 1968 年 9 月生，湖南新宁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硌珈杰出学者、二级教授 、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

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 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以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

席专家、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

际法研究所访问学者、英国邓迪大学访问教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资助 。 总主编“新

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丛书”（十三卷）和“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

丛书”（九卷），独著有 《国际法析论〉 （第五版） 、 《 国际法史论》 （第二版）、

《主权论〉 、 《 国际法》 （第四版）、 《中国能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 等，在 《法学

研究〉 、 《中国法学》 、 《世界历史》 、 《人民日报〉 （理论版）、 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 (SSC| ）、 HongKong Law Journal (SSCI)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陈思静 男，汉族， 1993 年生，山西运城入。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

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讲师。 2020 年 12 月毕业千武汉大学法学院，获法

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国际法学研究。目前在 El 、 CSSCI 等各类刊物上发表论

文 “lnformetric Analysis of Researches on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法的拓展〉 等共 7

篇，参与编写 《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 等 5 部著作，独著 《 “一

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国际法治话语权问题研究》 （待出版），参与撰写 3 项决策

报告，被中央海权办海洋权益局 、 中国海洋石泊总公司等单位采纳，主持 2021

年度山西省全面依法治省重点课题一项，参与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研究专项”[—带—路＇倡议与国际法规则体系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





前 言

近年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2022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在《求是》杂志的重要文章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专门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提升我国法治体系和法

治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 国际法的教学是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为

了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教授和学习国际法，了解相关的国际案例与中国的涉外法治实

践，提升考生应对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与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能力，我们编写了本

书。本书在编写体例上广泛参考国内现行成熟的国际法学教材，重点参考了“马工程”

教材。本书包含绪论及十九章，除个别章节外，每一章又分为本章知识点速览、本章核

心知识点解析、本章实务案例研习与本章同步练习四个部分。

本书由国内从事国际法教学且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的学者共同编写完成，具体分工

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吕 江（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绪论；

申钟秀（法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第一章；

孙传香（法学博士，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第二章；

黄文博（法学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讲师）：第三章；

陈思静（法学博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讲师）：第四章、第五章，

并参与本书的统稿工作；

董世杰（法学博士，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助理教授）：第六章、第十一章；

陈慧青（法学博士，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讲师）：第七章、第八章；

王 阳（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第九章、第十九章；

杨泽伟（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

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第十章，并负责本书的策划和统稿工作；

曾 皓（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第十二章；

杨珍华（法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何海镕（法学博士，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陈淑芬（法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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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颖（法学博士，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学习和研究国际法，非一跳而就，且国际公法学内容丰

富，因此本书难免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杨泽伟

2022 年 3 月 24 日

于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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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学核心知识点粕韶

本章核心知识点解析

第—一节 国际法的重要性与国际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一、深人把握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

（一）基本概念

长期以来，国际法，即国际公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往往被忽视 。

历史上，甚至还存在对国际法的否定论或怀疑论。 的确，与国内法相比，作为主要规制

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在诸多方面具有特殊性。但是，国际法属千具有约束力和一定强制

力的法，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 就像国内社会经常有犯罪行为的发生，但不能因此否定

国家刑法的存在和重要性一样，我们不能因国际社会中存在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没有

得到及时和应有的惩罚而否定国际法的存在和重要性 。 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必须

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调整国际关系、指引治国理政和增进人民福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重要作用 。

（二）疑难点解析

对千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要准确理解和把握 。

在国际法学研究中，有关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 。 换言之，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决定着研究者的基本立场 。 在历史上对国际法持否定论或怀疑论者，

不乏其人 。 例如实证法学派的奥斯汀、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等人，他们或者认为国

际法不是法律，而是国际道德；或者认为国际法仅仅是强权的一种“装饰”而已卢 这些

学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而在解释国际实践或事件时，

难免会产生以偏概全，甚至遮蔽事实真相的情况 。

故而，只有认识到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才能真正认识到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价

值和意义 。 对此，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

首先，国际法是国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 这种需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国际法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使国家有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 换言之，只有在一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国家才可能会发展经济，实现国富民强。二是，国际法建立起

全球经济规则，有助于国家间经济合作与发展 。 正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制定了被世界各国所遵循的全球经济规则，才能促进各国经济往来，实现贸

易、投资和金融的有序增长。三是，国际法建立起全球公共规则，才能有效提供国际

公共产品。例如，正是由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等国际气候条约的出台，才

能将世界各国凝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总之，遵守国际法，国家就会受

益，而背离国际法，则会使国家处于一个较被动的不利局面中 。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 巨大贡献，就是遵守国际法的正面事

也 有关奥斯汀、 摩根索的观点．可参见杨泽伟．国际法史论．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 11 : 11 9 . 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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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产 而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给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带来灾难，则是背离国际法的
惨痛教训 。

其次， 国际法是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需要。一方面，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基础

是国际法。全球化问题的出现是全球治理出现的起因，像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病

等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或网络、移民、金融等新兴事物都难以再在一国境内得到有效

解决和发展，而且这些问题也不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传统国际管理模式加以解决，故而全

球治理就被提上了日程 。 何为全球治理？国内外不同学者管给出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_ 
般认为，所谓全球治理，就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韶决全球性的冲突，以维持

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 3 而国际法治则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共同崇尚和遵从人本主

义、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点和准绳，在跨越国家的层面上约束

各自的行为、确立彼此的关系、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处理相关事务的模式与结构。＠

从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尤论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还是＂跨越国家层面上的约

束“，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将理论基点指向了具备这种形式特征的法律，即国际法。另一

方面，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法治建设以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融入全球

治理和国际法的进程之中 。 这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

球治理和国际法密切相关，没有一个全球治理上的法治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不完

全的法治和治理气 同样，没有一个中国语境下的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全球治理和国际

法治亦是不全面的。＠

再次，国际法是个人（自然人） 生活和福扯的需要。 一般人认为国际法与我们个人

之间的关系相去甚远，但这是一种偏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工作生活都与国际

法息息相关 。 正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存在，我们能吃到其他国家物美价廉的食物，

能使用到各种优质的海外产品；正是由于国际民航组织公约的存在，我们能飞往世界各

地去工作、旅游和学习，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也正是由于国家间缔结的外交和领事条

约的存在，当在海外，我们身陷图固时，外交和领事保护往往提供必不可少的帮助 。 因

此，个人的方方面面都随时可能与国际法产生交集，特别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

概率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国际法几乎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

最后，国际法是法人经营活动的需要。一方面，相比个人而言，法人在全球化背景

下，有着更为广泛的国际活动。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也促使法人成为国际经济中最

为活跃的主体之一。特别是从事跨国贸易、跨国投资、跨国运输等活动的法人，都需要

依赖国际法规则，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 。 另一方面，由千文化上的不同、各国法律上的

差异以及地域等影响，法人在跨国活动中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法律争端，而国际法为解

心 杨泽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国际公法学：特点、问题与趋势武大国际法评论． 20 18 (6) : 33 - 50. 

© 杨雪冬，王浩．全球治理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 1 5 : 导论 1 - 5. 

@ 俞可平． 全球化 ： 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3. 

@ 何志鹏．国际法治 ： 一个概念的界定．政法论坛， 2009 (4) : 80. 

® 20 1 9 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千重大问题的决定 》 中指出 ，要 “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习

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待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冶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间

题的决定 》 的说明 人民日报 ． 20 1 9 -11 - 06 (4) . 

@ 何志鹏国际法治的中国表达．中国社会科学 ． 2015 (9) : 159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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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此类冲突提供了规则保障。国际法庭、国际仲裁以及国际调解等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

或其他国际实体，使从事跨国经营的法人权益得到保护。

二、了解国际法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一）基本概念

国际法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规制国际法主体行为的各种法律原则、规则、规章、制

度和机制，而国际法学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依照这些对象确定的。

（二）疑难点解析

(1) 国际法学研究对象中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在很多权威国际法教材

中被提及。例如周鲤生先生著的《国际法》给出的国际法定义中指出，国际法是在国际

交往过程中形成出来的，各国公认的，表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国际关系上对

国家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包括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 CD 王铁崖先生主编的

《国际法》中指出，它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和制度

的总体。。梁西先生主编的《国际法》 一书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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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著述都强调了国际法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而对于规章和

机制较少提及。实际上，规章和机制被纳入国际法的研究对象中，是随着国际社会规则

理论和实践演变所形成的。例如规章，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行政法及国际组织在二战后的

勃兴有关。而机制的出现，则更多地来自国际关系领域。例如，国际关系学者克拉斯纳

(Stephen D. Krasner) 指出，国际机制就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明确或暗含的一套原则、

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卢无疑，国际机制理论，甚至包括制度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

出现，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二者走向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融

合。故而，国际法研究对象中机制的出现也是一件晚近发生的事情。当然，国际法对机

制的研究仍与国际关系不同，国际法更关注机制的规范性效果，而国际关系则倾向于研

究机制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2) 国际法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国际法的研究范围却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领

域，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国际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因此，国际法学教材在体系安

排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例如，梁西先生主编的《国际法》是按照总论和分论

编排体系的。总论部分包括国际法的性质和基础、国际法的渊源和编纂、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上的国家以及国际法律责任，分论部分则包括领土法、海

洋法、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法上的个人、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法、外交和领事

关系法、条约法、国际经济法、国际争端解决法以及战争法。王铁崖先生主编的“九五”

规划教材《国际法》，尽管没有区分总论和分论，但在体系安排上，与梁西先生主编的基

叩 周鲤生．国际法：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3. 

0 王铁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1: 1. 

0 梁西．国际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3. 

@ 克拉斯纳国际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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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本一致，前五章涉及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主体、国家的基本权利与

义务、国家责任，从第六章开始则是国际法上的居民等国际法部门法的内容。 Q)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不断发展演变，国际法教材在内容和范

围，特别是编排体系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曾令良教授主编的 21 世纪法学创新

系列教材《国际法学》，尽管也在前面几章涉及国际法的特征和性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等，这与上述其他中国国际法学者主编的教材体系相一致，但曾令良教授将国际法上的

国际组织这一章从国际法分论部分前移到第五章；同时在章节安排上，该教材没有再将

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的内容安排在内。。而邵津教授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国际法》则将原本在前面的国家责任一章后移到了第十四章。3 同样，由杨泽伟教授撰

写的中国法学教科书·原理与研究系列教材中的《国际法》，尽管仍沿袭了梁西先生的总

论、分论的编排体系，但也将国际法律责任放入了分论部分。也

无疑，国际法教材编排体系上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的一系

列变化，是 21 世纪国际法学演变和发展的重要体现。其具体体现在：第一，随着国际组

织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国际组织法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一方

面，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在加强；

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开始发挥地区性作用，像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

作组织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一些重要国际条约也出现了类似国际组织的机制

建设，例如每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第二，国际经济法

和国际环境法的学科地位进一步加强，单列编写教材更为明显。传统上，国际经济法和

国际环境法均是国际法教材的组成部分。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际环

境保护重要性的增强，近年来，单列编写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环境法教材的趋势愈发明显。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经济法研究的经济属性彰显较为强烈，而国际环境法技术性

比较强，因此，国际法教材难以将这些问题在一个章节内讨论清楚，故而单列编写教材

更为可行。第三，国际法律责任后移更符合法律文本的逻辑顺序。从法律文本来看，法

律责任均被安排在文本的最后章节，因此，将国际法律责任章节向后移动更符合法律研

究的逻辑顺序。

从“马工程＇教材《国际公法学》之内容和范围的设计上来看，其基本上吸收了之

前国际法教材的优点并有了一定的创新。这体现在：首先，它继承了中国国际法学界教

材编写体系的传统模式，前面五个章节没有大的变化；其次，它沿用了将国际组织法靠

前（第七章）和国际责任法靠后（第十六章）的布局；再次，从狭义角度讲，该教材的

名称为《国际公法学》，没有将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纳入其中，更符合当前学界观点；

最后，此教材进行了较大创新。一是在绪论部分加入了一个章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对国际法的贡献＂。尽管以往教材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国际法方面的论述和贡

献，但都没有体现在章节标题上。而“马工程”教材《国际公法学》将这方面的内容单

心 王铁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目录

@ 曾令良．国际法学．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目录．

0 邵津．国际法． 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目录．

@ 杨泽伟国际法． 3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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