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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学者手里
,

他们肩上的担子不是更轻而是更重了
,

然而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

中国

的国际法学在过去 年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

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
、

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

准
,

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
。

中国的国际法学体系已经由老一辈学者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

但仍然远未完成 与国际法学界同行的差距
,

从整体上看仍然在无情地拉大
。

由于种种原

因
,

近年来国际法学界出现了低迷徘徊
、

后继乏力的迹象
,

不禁令人产生优虑和担心 。新的一代能否挑

起这副担子

新的阶段
,

新的形势
。

当前的中国国际法学界同时面对三个方面的挑战
,

任重道远
,

不容有丝毫

的懈怠
。

当务之急
,

是要集中力量
,

以多种方式逐一地深人地研讨孑令舞后国际法的发展动向及对中国

和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影响
,

研讨中国和平崛起对中国国际法学可能提出的新问题犷清理
、

总结中国国

际法学界的现状和问题
,

研讨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协调合作
,

研究构建中国国际法学的长

远规划和近期措施
,

使全国的国际法学者都能对 自己的现状和使命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识
。

一个

强大
、

开放的中国必须有与其实力相当的发达
、

先进的国际法学
。

找们期待
、

呼唤着国际法学又一个

春天的到来
。

国际法要研究的四个问题

陶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纪国际政治多极化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国际法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看重大挑战
、

变化和

发展
。

中国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
。

在此背景下
,

分析国际关

系的新变化
,

把握国际法发展的新趋势
,

探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

明确中国参与新的国际政

治经济关系的任务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我认为
,

近期国际法的研究重

点可考虑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

一
、

世纪的国家主权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基石
。

进入 世纪后是继续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还是

削弱甚至取消这一原则
,

这是各国关于 世纪国际法发展趋势的争论焦点
,

它决定着 世纪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
、

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

研究时要注意以下几个何题 国家主权原则在 世纪国际关系

和国际法上的地位 西方淡化
、

贬低
、

取消主权的各种思潮 美国违反国家主权原缈
、

侵犯别国主权的

国内立法和国际行动 国家主权原则在 世纪的发展与变化 中国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理论与实践
。

二
、

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问题是当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斗争最激烈的理论和实践间题之一
,

它涉及国家主权原则

的维护与行使
、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国际争端的解决等一系死重大的国际法律问题
。

研

究人权的国际保护要从理论上把握好下列问题 人权的概念 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人权国际保护

的概念
、

法律和机制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集体人权 与民族 自决和人民 自决问题
尸

中国保障人权的经

验
、

问题与改进措施等
。

三
、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平与发展仍是 世纪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
。

建立国际政治经挤新秩序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
,

促进全球发展
。

把握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本质
,

明确中国在建立窗际新秩序中的任务
,

对于推动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
,

加快中国在 世纪的发展和从容应对各种国际事件具有重要意

义
。

研究时要注意解决以下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涵义 国际政治新秩序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问题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南北合作
、

南南合作及管制国际垄断资本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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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法学当前应当重点研究的若干问题

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途径和方法 国际组织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中的作用 中国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作用和任务
。

四
、

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与制度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之一
,

但这一准则正在遭受严重挑战和

践踏
。

在 世纪解决国际争端是继续坚持和平方式
,

还是转采武力或威胁的办法
,

这是关系国际和

平与发展的重大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问题
。

要研究的问题是 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
、

主要方法和途

径 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或威胁的非法性
“

人道主义干涉
” 、“

先发制人
”

等理论与政策的实质和违

法性 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维护与强化问题 通过区域组织和区域办法解决国际争端问

题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与中国的全面参与问题 中国如何解决有关的国际争端 如领土争端
、

海

域及大陆架划界争端等 〕
。

除上述四个重大问题外
,

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深人研究国际法在以下方面的发展新趋势 国家

责任 南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 国际海域划界 国际海底法律制度 外层空间法律制度 特别是非军事

化问题 国际环境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 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和中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

问题 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和联合国改革 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

用 防止核扩散
、

进行核裁军与禁止核战争 武装冲突法与战争法的新发展
。

有待加强研究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刘振民 外交部条法 司司长

我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际法理论的支撑
。

从实际需求方面看
,

以下几个问题急需加强研究
。

一
、

条约法的应用问题

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要明确
。

我国已参加近 个国际条约
,

每年签订几百个双边条

约
。

如何确保这些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

特别是在法院的适用
,

一直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未解决的问题
,

我国加人世贸组织后
,

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

条约适用港澳两特区问题
。

自从港澳回归以来
,

条约适用一直以实践为主
。

我们根据两个基

本法为两特区承担了国际义务
。

另外
,

我们为两个特区还专门加人了一些条约
,

其中一些条约我们中

央政府尚不具备加人的条件
,

这类问题在理论上应怎么解决
。

条约保留
。

这是个老问题
,

但仍需关注
。

自 年代以来
,

国际趋势是禁止保留
,

以便国际规则普遍

接受
,

但它妨碍了不少国家参与条约
,

影响到了一些条约的普遍性
,

如何妥善解决这个矛盾
,

仍需考虑
。

“

准条约
”

文件
。

这类文件包括三类
,

第一类是非官方贷款协定
,

对方是非政府机构
,

而我方为

政府机构 第二类是为执行有关贷款协定而签订的项 目协定
,

对方是国际组织
,

我方是政府或法人 第

三类是友好城市协议
,

现已有几百个
。

应如何管理和规范这类文件

二
、

外交领事
、

国际组织及国家豁免

外交领事和国际组织的豁免
。

从近年实践看
,

我们感到
,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
、

《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 》
、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 》以及《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 》对特权与豁免均作了规定
,

但还

不够
,

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

现在这方面的国际实践远远超越公约规定
,

往往是靠实践来推动
。

现在

还存在各国通过签订领事条约扩大领事豁免的情况
,

我国也是这样
。

最早从中美领事条约开始
,

后来陆

续有不少双边条约
,

把本来属于外交特权豁免的一些待遇扩展到领事领域
。

领事特权豁免与外交特权

豁免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

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自冷战结束以来也有扩大的趋势
。

国家管辖豁免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条款草案受到各方关注
。

各国已就条款草案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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