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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邵沙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武 汉大学法学博士 (1997 年）、法学

硕士学位 (1985 年） 。 历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教学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国际刑法中心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曾在美国哈佛大学 (1992 年）、荷兰莱

顿大学 (1999 年）、德国马普国际刑法研究所 (2001 年）进行学术研究。主要著述有： 《 国际

刑法学 》 、 《 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 》 、 《论国际法在中国的实施 》 、 《 国际法院新近案例研究

(1990—2003) 》 （主编） 。 撰写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四节、第二章至第五章、第七章、第十一

章和第十三章 。

杨泽伟 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主

要著述有： 《 宏观国际法史 》 、 《 国际法析论 》 、 《 新国际经济秩序研究 政治与法律分析 》 、

《 国际法教程 》 （主编）、 《 20 世纪国际关系史 》 （主编） 。 另在 《 法学研究 》 、 《 中国法学 》 、 ]our

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 世界历史 》 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三十 多 篇 。 撰写本书第

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 。

王光贤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瑞典隆德大

学访问学者 (2002 年） 。 撰写本书第六章。

余民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硕士，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 。 主要著述有： 《 海洋石油勘探与开

发的法律问题 》 、 《 国际法专论 》 （主编）、合作主编 《 国际法（第二版） 》 （合作主编）、 《 国际法

教学参考书 》 （合作编著） 。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司法部项目各一个，并完成国家级项

目的一个子课题 。 另在 《 中国法学 》 、 《 法学家 》 、 《 中外法学 》 、 《 法学评论 》 和 《 法商研究 》 等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多 篇 。 撰写本书第八章和第十二章 。



江国青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授，法学博士，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

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仲裁法学研究

会理事，北京仲裁委员会、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主要著作有： 《 国际法 》 （主编）、《演变中

的国际法问题 》 、 《 现代条约法与实践 》 （译著）、 《 联合国专门机构法律制度研究 》 等 。 撰写本

书第九章 。

黄 瑶 中山大学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访问

学者 (1997 年至 1998 年），海牙国际法研究院第 29 届国际法讲习班学员（马尼拉）。现为中山

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曾在 《 法学研究 》 、 《 中国法学 》 、

《 中国国际法年刊 》 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述有： 《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法理分析 》 、 《 国际法关键词 》 、 《 明德集 端木正教授八十五华诞祝

寿文集 》 （第一编者）等 。 撰写本书第十章 。

王 曦 法学博士（武汉大学， 2000 年）、法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 1987 年；武汉大

学， 1984 年） 。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环境资源法学学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环境法委员会委

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上海市法学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 。 撰写本书第十

四章 。

杨成铭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武汉大学

国际法硕士、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

道主义法研究所访问学者 (2003 年至 2004 年） 。 在 《 法学研究 》 、 《 法学评论 》 、 《 欧洲法律与经

济评论 》 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约四十篇 。 获得司法部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黑龙江省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 撰写本书第十五章 。

朱文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法国和美国留学；

1987 年获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博士学位（国际法）； 1988 年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开始在

外交部工作； 1994 年应聘前往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工作，历任法官助理、检察长办公室

法律顾问、上诉检察官等职，曾是国际刑事法庭唯一中国籍的检察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

在国际司法机构出庭并进行法庭辩论的法律专家，也是一位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经验的中

国国际法专家 。 撰写本书第十六章 。

邓 烈 浙江宁波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系主任，中国国

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 著有《国际组织行政法庭 》 一书 。 撰写本书第十

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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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有许多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国际法治加以

解决。国际社会实践表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是一个更和平、更繁荣、

更公正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只有加强和协调法治，维护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才能

在全世界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国际法治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宪章为联合国确立的核心使命。联合国秘书

长在《关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治”是联合国使

命的核心概念。对联合国而言，法治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个治理原则：所有人、机构和实体，无

论属于公营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包括国家本身，都对公开发布、平等实施和独立裁断，并与国

际人权规范和标准保持一致的法律负责。联合国对国际法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联合国在国际

法规则的确立和国际法规则的实施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2018 年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70 周年。国际法委员会在下述编纂专题取得最新进

展：（1)”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与嗣后实践”结论草案二读通过； （2)“ 习惯国际法的识

别”结论草案二读通过； （ 3) 《保护大气层指南》草案一读通过； （4)“条约的暂时适用准则”

草案一读通过； （5)”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一般国际法

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等专题，分别通过了特别报告员的第

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六次报告； （ 6) 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纳入长期工作

计划。

在国际法的实施方面，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 年 2 月 2 日，国际

法院就尼加拉瓜对其在哥斯达黎加境内造成的环境损害应给予全部赔偿的判决，引起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自 1992 年联合国安理会第 751 号决议建立制裁委员会开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决议巳设立了多个制裁委员会。 1999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267 号决议，第一次明确将

“冻结资产”的制裁措施适用于塔利班拥有和控制的“企业”。 2011 年 2 月 26 日联合国安理会

第 1970 (2011) 号决议规定，设立由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监测决议

«_ 



的执行情况。 2019 年 7 月 19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482 (2019) 号决议，重申各国必须确保

任何打击恐怖主义、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措施都符合国际法，尤其是

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规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强烈敦促所有国家落实和加大力度

遵循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扩散的四十项修订建议》及其解释

性说明所体现的全面国际标准。

联合国成立后，一直为推进国际社会的法治而努力工作。其中，鼓励国际法的教学和传播

是“加强国际法治”的重要内容。早在 1947 年，联合国大会专门通过“国际法之教学”的第

176 号决议。决议促请各会员国政府在各大学和各高等教育机构推广国际法各方面之教学，通

过教育，使人民认识国际关系之原理及章则。 1962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技术协助以谋促进

国际法之讲授、研习、传播及广泛明了”的第 1816 号决议。决议指出，鉴于人类所遭遇之严

重问题惟有通过谅解、相互合作与加强国际法及其在国际关系上之适用，方能恒久解决，决议

促请各会员国政府为国际法订立广大训练方案。 200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国际法的教

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决议，强调在所有大学的法律学科教学中，国际法应占

有适当地位。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推动国际法治的发展方

面、在推动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方面，成就显著，有效地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和中国的核心利益。 2014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

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体现了各国权

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习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

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

非、促和平、谋发展。

2017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

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习主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

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面对历史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现共赢共享。习主席还明确指出，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中国坚定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

正如联合国决议所指出的，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可以促进更好地了解国际法，是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手段。希望我们修订的这本教材能

成为推进“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的有益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本教材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法学博士王佳、王

营凡、博士研究生帅凯旋、慕雅琪、李思佳协助主编进行了具体的修订工作。本教材第四版的

修订，不仅得益于多位合作同仁的集体智慧，法学博士宋杰、张颖军、刘芳雄、万先运、廖诗

评、李曰龙、黄颖、阙占文、苏洁澈、岳向阳、颜苏、徐超等诸多国际法研究者也提供了有价

值的资料、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邵沙平

2020 年 2 月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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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钊冒曰

国际法与我国法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国际法的许多重要法律文件是用英文起草的，国际法

院的判决也主要是英文资料。国际法的这种特殊性要求国际法的教学必须重视反映国际法规则

的英文资料。作为在高校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多年的学者，我们一直在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如何在国际法的教材中补充适当的英文资料，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国际法。结合

英文的国际法律文件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国际法规则的真实含义和解决国际法领

域的问题。

四年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全国策划出版第一套国际法学双语教

材。在出版社的信任和邀请之下，我们开始进行艰苦的工作 。 我们将多年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

的学术积累和思考反映到教材中，并力图使本教材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结构科学、合理。

21 世纪的国际法正在发展为一个既有基本原则和制度，又有诸多部门法的一个综合性的

法律体系。作为一个迅猛发展的法律体系，国际法的许多新问题和新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国

际法各个部门之间出现的冲突问题需要有效解决。我们在多年从事国际法研究和教学的基础

上，在学习和借鉴我国已有的优秀的国际法教材的基础上，认为国际法教材的结构应反映国际

法最核心的法律制度和发展趋势，应反映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理性思考，还应考虑我国大学教

学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教材共安排 17 章，分别论述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和国际法

的部门法。

我们希望国际法双语教材不仅给学生以知识，还能使学生从中学到科学方法，并提供学生

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因此，我们在教材中结合精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案例提出引导性的问题和

评论，学生可以举一反三，对国际法规则的核心要素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希

望通过教材的设计满足不同类型的学生的需求，给各类学生开放性的思考空间。

第二，内容丰富而论述简明 。

在国际法理论方面，本教材不仅设专节探讨“国际法的学说“，并在各章中结合国际法规



则探讨国际法理论。在国际法规则方面，本教材力求包括新的国际公约，例如，在“国家及其

财产管辖豁免“中研究联合国大会 2004 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有关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新规则，在“国家管辖权”中研究联合国大会 2005 年通过的《制止

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有关管辖权的新规则。在国际法的案例方面，本教材力求反映国际

法院的经典案例和最新发展。

编写组成员不辞辛劳，查阅最新的资料，力图在这本教材中反映国际法丰富的内容。为了

确保论述简明，几乎每一个编写组成员都对自己编写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以向读者奉献最

佳的成果。

第三，提供专业外语。

我们认为，国际法双语教材要适应培养我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人才的需要，就必须处理好

中文和英文在该教材中的关系问题。国际法双语教材中的英文不是解决公共外语问题，而是解

决专业外语问题。作为教材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必须考虑到，这就是既要增加英文内容，又要尽

量不增加教材的厚度，以免增加学生的负担。这就要求科学设计全书的内容，合理压缩中文内

容，精心补充英文内容。具体来说，我们从核心知识、核心理论、核心制度和核心案例等方面

安排英文的内容。为确保国际法英文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英文的资料一般来源于国际公约

和国际法院案例。

第四，注重结合中国实际。

如何在国际法教材中结合中国实际，是中国学者的责任和任务，是外国学者的教材不会花

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注重反映中国近年来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例如

2005 年 10 月中国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005 年 9 月中国签署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

产管辖豁免公约》等公约对我国国内法治的影响。作为中国的国际法教材，我们希望学生通过

学习国际法，更好地将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维护中国的利益有机结合，为推动国际法治与

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衷心感谢参与编写本书的全体同仁（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杨泽伟，

王光贤，余民才，江国青，黄瑶，王曦，杨成铭，朱文奇，邓烈。这些来自武汉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国际法

学者，不仅具有良好的语言和专业素质，具有在国内外著名高校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的积

累，还具有倾心推动我国国际法教育的高度责任感。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诸多前辈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宋杰博士、刘芳雄博士、张颖军博

士、陈芸芸等同志参与了本书部分案例和资料的编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尽管编写组全体成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牺牲了无数个节假日，力图奉献最佳的成

果，但由于编写国际法双语教材在国内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必然存在错误和不足。

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修订和完善。

邵沙平

2006 年 8 月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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