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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存在并不是旨在赋予
、

事实上也不可能赋予国际法院

某种绝对的
、

普遍的强制管辖权
,

而 只是逐 步确立国际法院对国际法律争端

的普遍管辖权 从而表明各国间的相互信任
,

促进和完善国际法律体系
,

维护

持久和平 因此
,

加强和完善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是解决国际法院现状

的一个重要方面
。

我国应适当利用国际法院
,

可有保留地接受国际法院的强

制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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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新概念 受害赔偿
童 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法西斯的空前暴行 促使了在国际法上形成了受

害赔偿法律制度
。

受害赔偿的内涵是指在战争中侵略国所属军队和个人违反

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 , 对他国人民和财产犯下严重罪行所必须由侵略国承担

的赔偿
。

受害赔偿是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 民遭受他国侵略时所受到的侵害

而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基本权利
。

这种荃本权利从国际法律 只予以确认
,

从经

济上 由侵略国对受害者提供补偿
。

这种权利的范围和保障程度
,

要根据通常

的国际 喷例和一般的道德标准来确定
。

就受害赔偿的外延而言
,

受害赔偿是

从战争赔偿中分离出来的
。

由于 人权问题在战争中日益突出
,

传统的战争赔

偿国际法律制度不可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

因此
,

对于严重战争罪行
,

除了由

国际法庭惩罚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外
,

还得 由侵略国家承担经济和道义责任
。

受害赔偿主要是民间的赔偿
,

它的一个特点是重受害者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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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杨 力军

研究这一课题的法律基础根基于
“

使用 自己财产不妨碍别人财产
”
原则

。

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越境损害的责任问题
,

有些学者认为应

坚待
“

污染者赔偿
”

原则
,

起源国不应负主要责任
。

另一些学者赞成国家应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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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的观点
。

还有人认为国家应该对其领土上造成的越境损害在其有过

失时负一定的责任或部分责任
。

将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的责任归于国家更为适宜
。

这可

以保证受害者得到赔偿 可以促使国家对在其领土内所进行的一切具有可能

产生越境损害后果的活动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在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情况

下
,

并不妨碍国家再向本国的经营者提出求偿要求
。

为了防止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损害性后果
,

国家应承担与此相关

的义务 承担国际合作的义务
,

承担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以及预先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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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经修正的《关于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

刘大群

议定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它是一个政治压力和过时的产物 没有起到

保护臭氧层的作用 回避了破坏臭氧层的责任问题
,

没有体现
“

多排放
、

多削

减
”

的原则 议定书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利
。

议定书修正过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是 建立财政机制
,

设立保护臭氧层

基金间题 技术转让问题 删去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利的条款 加强对破坏臭

氧层物质的限控措施
。

经修正的议定书是国际环境立法中主要的法律文书
。

它适应了当前国际

环保潮流的发展趋势 着眼于对
“

国际公域
”

的环境保护问题 具有
“

超前
”

立

法的性质
,

体现 了环境保护法中的预防原则 采取了经济鼓励与经济制裁相

结合的方式
,

以使更多的国家参加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努力
。

但是
,

议定书还存在不足之处
,

如 没有对控制物质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没有对科技研究予 以足够的重视 尚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和解决争端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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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驱逐出境
赵永深

驱逐 出境是一项国家权 力
。

此外
,

它通常又 作为政府行政权的体现
。

它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