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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依法治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刘楠来  
 

  在以往的讨论中，“依法治国”中的“法”一般都是指国内法。从国家的治理主要依据国内

法来看，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法”仅限于国内法，那就失之偏颇了。在

当今世界，除国内法外，还有一个对于一国的治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规则体系，即国际法。

国家有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功能和活动，这两方面的功能和活动对于现代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是

不可缺少的；因此，用来调整一国国内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国内法和用来调整一国与其

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说，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不仅需要国内法，

也需要国际法。其理由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首先，中国早已走出闭关锁国的状态，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能也必定是在日益深入地融

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也就是在遵守和执行国际规则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国在人口、领土面积、

历史文明等方面早已是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游离于

国际规则之外，而应当无论在国际或是国内都尊重和执行国际法，以此行动去增强以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为其基础的，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国际正常秩序，因而也有利于

我国建设的当代国际法的权威。 
  其次，国内法是一国的立法机关创制的，反映国家的民意；国际法是各国共同创造的，反映

国家之间的协调意志，二者同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决定了这是两个联系密切，且相互影响、相互

渗透的法律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交往与合作规模空前扩大的今天，国际法对国内法的影响

和渗透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谈国内人权保护制度，离不开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二公约，讨论

国内刑事法律制度改革，不能不谈国际人权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依据WTO规则，对国内法作了大幅调整，等等。 
  第三，将国际法纳入治理国家的法中，不只是一种理性要求、理论的架构，也是对客观事实

的承认和尊重。我国宪法包含有关于国家机关缔结和批准国际条约的职权的规定，而没有对国际

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许多法律都

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

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对这一条款规定的合理解释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是中国法律的一部分，并可以直接适用。此外，我国还制定有许

多法律，将我国已经或将要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内容规定在国内法中，实现了将国际法转

化为国内法的过程，在国内间接地适用国际条约。 
  总之，我认为，我们在形成和阐述依法治国的理念时，应当有国际视野，考虑到国际法的存

在和影响，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在依法治国的制度建设中，应当在宪法里对国际习惯和我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