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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国际法人才培养 
 

荣誉学部委员   刘楠来  
 

  大力加强国际法人才培养，迅速增加合格的国际法工作者的人数，努力造就一批学术造诣高

深、具有较强处理国际法事务的能力、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国际法专家学者，是我国当前面临的

一项迫切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国际法迅速发展，已从主要调整国与国之间

的政治关系，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人权、资源、环境等人类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

国际法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保证国家之间正常交往与合作、妥善解决国

家之间争端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

紧密，参与国际事务的规模和深度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已参加包括联合国、世贸组织在内的数

十个国际组织，是联合国宪章、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数以百计多边国际

条约的缔约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协定更多，仅在 2006 年即达 440 项。可以说，我国对外
官方活动受到的国际法影响和制约无所不在。同时，我国也在充分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利用国际法推行我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目标。三年前，

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地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奋斗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在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

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贯重视国际法。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就万

隆会议所作的报告说：“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一贯遵

守的原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要
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央政治局多次举办国际法讲座，带头学习国
际法。在一次讲座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国际法。胡锦涛总书记

在党的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更将国际法的地位和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由于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我国的国际法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国际法人才的培养

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我国现有的国际法人才，无论在数量还是水平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国

家、的需要，人才培养机制也有待不断地加以完善。 
  首先，目前我国的国际法人才缺口很大。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家机关都有遵守和执行国际

法的职责，如果它们违反了国际法，国家将为此承担国际责任。所以，在这些国家机关中，或多

或少都应当有熟悉国际法、能够正确处理国际法事务的干部。然而，在我国的公职人员中，虽然

接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已占有一定比例，但由于高校中国际法课时很少，他们很难说学到了多少国

际法知识。有对外经贸业务的企业(集团)和新闻单位也缺乏熟谙国际法的人才，在电视、报刊杂
志上经常可以看到有悖国际法常识的报道和文字。1982年以后，一些高校设有国际法专业，培养
了一批取得学士学位的国际法人才，现今从事国际法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的人，大多都是这一

专业的毕业生。可是，在前几年进行的专业合并中，国际法专业与其他一些专业一起被取消了。

目前国际法人才培养只能走培养研究生这一狭窄渠道，成才人数很少。 
  其次，我国尤其缺乏高水平的国际法人才。为了保证国家能够顺当地处理国际法事务，在国

际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与其他国家的争端，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权益；为了争取在国际规则制订

中的话语权，确保国际规则的制订能够体现我国的国家意志；为了在国际司法机构、国际贸易争

端解决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中占有席位；也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法理论和应用水平，扩大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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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的影响，需要有一批国际法学术造诣高深、能够把握国际法发展趋势和我国对外政策、具有

较强的解决国际法问题能力的专家学者。造就这一批人才具有紧迫性，也是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

战略任务。 
  关于培养问题，既要增加培养数量，也要提高现有人才的水平，而以提高为主；要引进国外

优秀人才，但应以国内培养为主；要重视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与解决国际法实际问题相结合。具体

办法可考虑：(1)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在理论和制度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
高校恢复国际法专业有助于国际法人才的培养。如果一时不能做到，则应在法律专业中大大增加

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公法的课时。(2)严格现行的研究生制度，把好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和
答辩关，确保研究生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平。(3)长期举办为期半年至一年的国际法高级培训班，对
具有高级职称的国际法教学、科研人员和国家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进行培养和提高。(4)派遣具有
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国际法教学、科研骨干去国外进行每期不少于两年的进修；在职的教学、科研

人员，每两年应有不少于 3个月的出国交流、考察和搜集资料的机会。(5)建立国际法教学、科研
骨干与实际工作部门工作人员交流、兼职机制，为专家学者提供参加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平

台。(6)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设置应向国际法倾斜，实现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