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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与国际社会
!

赵建文

卜

马克思曾经指出
∀ “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
!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
。

相反地
、

法律应该以

社会为基础
。 ”

� 正如国内法是以国内社会为基础一样
,

国际法是以国际社会为基础的
。

了解

国际社会这个基础
,

对于深入研究国际法
,

具有重要意义
。

�一  

当今的国际社会
,

是主权国家多元并存的人类社会
!

国家主权对内是最高的
,

对外是独

立的
,

是不服从任向其他政治权力的
。

在主权是国家的最重要的属性的情况下
,

国际社会在

政治结构方面
,

没有各国国内那样的立法
、

司法和行政机关
。

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中的理想主义者
,

曾经期望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成为世界政府
。

国

际联盟已成为过去
。

从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四十余年来的历史实践来看
,

它只是一个
“

协调

各国行动的中心
” ,

∀ 一个各国可以加入
,

也可以不加入
,

加入后还可以退出的国际组织
!

前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
·

瓦尔德海姆曾经指出
#

联合尹
“

现在的问题是制定的目标和方针能在

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

在这方面和一切国际努力一样
,

关键是看各主权国家是否下决心采取

行动
,

进行合作
,

来实现国际目标
!

联合国究竟是杏有能力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一方同国

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之间建立一种可行的平衡
,

特别将在这一点上受到最严

峻的考验
! ”

∃ 联合国在协调各国行动方面
,

有取得成功令沐振奋的时候
,

也有力不从心令人

沮丧的时候
!

它以禾没有成为理想主义者所期待的世界政府
! 于
由于没有世界政府

,

国际社会

也就没有国内社会那样的上下隶属关系或垂直关系
,

只有国家之向
、 ,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
组织之间

、

国家和国际组织相互间以及其他各种平等的或平行的关系%
’

与此相适应
,

国际法

也就表现为平等者之间的法律“
‘

国际法
”

这一名称本身
,

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

从联合国国际法院的规约及其审判实践来看
,

它的
“

管辖权最终取决于有关国家的同意
·

,

这是指导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
!

因此
,

除以专利方式自己表示同意者外
,

任何人都不能

使一个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国
。

该国必须必须已经同意该争端或该类型争端由

国际法院处理
” ,

国际法院才有管辖权
,

如果没有这种
“
同意

” ,

国际法院无权对国际争端行

使管辖权
!

∋ 因此
,

国际法比国内法更依赖其主体的自觉遵守
,

更依赖其主体的单独的和集

体的强制
!

如果国际争端不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
,

也不能利用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机

关解决
,

受损害的一方只能通过 自卫或报复的方法制裁加害者
。

报复和 自卫的方法
,

在国内

法电弓很少见
,

而在国际法中仍是司李见惯的
·

这种方法存在不少缺陷
,

在受害者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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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报复和自为的情况下
,

违法者就可能逃脱应有的惩罚
!

听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这个名称
,

很容易误以为它是国内立法机关那样的国际立法机

关
。

其实
,

它不过是由若干名
“

以国际法专家的个人身份参加工作的委员组成
” ,

+其职能是

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及其编纂方面拟订国际公约的
“

草案
” ,

为制订公约做准备工作
。

, 该委

员会拟订的公约草案
,

如果不经联合国大会或其他外交代表会议通过并得到一定数目的各国

立法机关的批准
,

就没有法律效力
。

这样
,

国际法的最主要的渊源
,

只能是各国以明示同意

的方式创立的国际条约和以其实际行为所创立的国际习惯法
!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概括地描述奋天的国际法 , “如果我们想象每个国家都按照它为合

适的条件自由地与邻国建立关系
,

只受它自己施加的约束或世界舆论的制裁
,

那么
,

我们对

国际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就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

它大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

不时地有些条规

被采用或有些制度被建立以限制各个国家的权力
!

但这些只不过是条约给予的特许并且是缔

约任何一方都可以废除的
。

此外
,

这些条规的实施一向是困难的
,

而运用惩罚的企图要冒国
际战争的风险并且往往引起国际战争

! ”

−这些虽然不尽全面
,

但确实描速出了国际社会的无

政府状态
!

联合国及真国际法院
、

国陈法委员会的建立
,

其他各种国际组织的建立
,

增进了

各国之间的联系
,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国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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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
,

‘

为什么国际社会还能维持一定的秩序
,

不在动乱中毁灭
,

也

不为一个国家所独霸. 这与各国对自然界的依赖和受自然 界的制约的事实有关
,

更与各主权

国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事实有关
。

早在 《共产党宣言》中
,

马克思恩格所就指出
,

随着世界市场的出现
,

国家间的闭关自

守
、

自给自足将逐渐被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所取代
,

提出了国际社会作为有机联系的统一整

体的发展趋势
。

/ 在今天
,

这种趋势显得更加明显
!

任何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有

限的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也都是全世界的一部分
!

在这种情况下
,

要想满足本国人

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

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各国都需要在政

治
、

经济
、

科学文化等领域建立国际合作关系
。

比如在能源方面
,

石油输出国生产大盘的石

油但消费能力不足
,

日本
、

西欧和美国要消费大量的石油而资源不足
!

这样
, “

石油生产地区

和石油消费地区 , 就需要合作
,

以建立起
“

一种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
” ,

这种合作就
“

意味着

相互依存
” 。

0 能源方面的相互依存
,

仅仅是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一个方面
。

几乎所有国家都

靠出 1 取得外汇
,

靠进 口弥补自己的不足
。

无论哪个国家
,

经济完全自给
’

自足都己成为过去
!

除非想恢复只够栩门的日子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
,

谁也不会再关上开放的大门
!

正

如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一 一马赫塔尔
·

姆博所指出的
# “

现在每一个国家对于其

他国家都成为每日现实的一部分
,

尽管可能并未真正意识到全世界休戚相关
,

但是世界却继

续变得愈来愈相互依存了
” 。

)
“

国象和地区间相互依存性的提高也就是独立性的降低
” ,

各

国在今天已很难再维持孤立的与外界隔绝的独立
。

0
‘方面是各国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

,

另一方面是各国的相互斗争和相互制约
!

各国的

政治经济制度不同
,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

利益也就有所不同
。

甚至历史文化
、

宗教信仰
、

地

理条件方面的差异
,

也会引起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
!

利害一致的国家往往结成国家集团
。

每

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企图按自己的意志行动
,

但同对又不得不受到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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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时常发生这样那样的斗争
,

有政治斗争
,

经济斗争
,

也有文化斗争
,

有和平斗争
,

也有武装斗争
!

新独立的国家的兴起
,

国际社会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

改变了国

际社会的力量对 比关系
。

核武器的大量存在
,

使
“

战争是战前政策的继续
#

”
的论断受到了挑

战
,

因为核大战双方的结局是同归于尽
。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强了各国间相互制约的力皿
。

各

国既要克制别国
,

又不得不自我克制
。

正是由于各国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
,

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

形成了对立统一的国际

社会系统
,

其结果必然产生出国际社会的集体的强制力盆
,

,

使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立法
、

司

法和行政缺陷得到部分的弥补
!

这种国际社会的集体力蛋
!

防止了独往独来为所欲为的抓权

主义国家独霸世界
,

维护了大量弱小国家的生存
,

保障了石定的
、

国际法律秩序的存在
!

也正是由于各国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
,

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

尽管没有国际权力机

关平衡各国的利害得失
,

但在正常情况下
,

国际法对各有关国家都是相互有利的
!

在现实生

活中
,

力量占优势的一方的利益
,

在国际法中得到更多的体现的事是存在的
!

但任何国家都

不能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
,

不可能使国际法只对自己国家有利
。

一个国家只能在建

立互利的国际关系的同时
,

设法使国际关系对自己更有利一些
,

在创立互利的国际法的同时
,

努力使国际法多反映本国意志
。

国际法是各国合作与斗争
、

依存与制约的结果
,

又是各国合作与斗争
、

依存与制约的工

具
。

国际法的内容
,

反映的是各国合作与斗争
、

依存与制约的关系
。

国际法是得到实施还是

遒到践踏
,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各国的合作与斗争
、

依存与制约的力盘对比关系
!

国际社会总体的力量对比关系失去均势或平衡
,

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秩序就可能遭到破坏
,

局

部地区的力量对比关系失去均势或平衡
,

该地区的法律秩序就可能遭到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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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

一方面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发展
,

推动和促进着国际法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是国际法起着促进和保障其他各方面

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
!

这后一方面
,

正是国际法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理由或历史价位
。

当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
,

产生了国家
,

出现频繁的国际交往

的时候
,

国际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

国际法中的许多原则规则
,

是以现有的国内法的原则规则

为基础或者说是它们在国际领域里的运用
。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

与国内法中的诚实信用
、

契

约必须浮守原则是紧密相联的
!

国际社会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一潭死水
,

而是一种复杂的连续的运动过程
。

国际法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
,

而是一种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
!

随着国际社会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的不断发展
,

新的适应和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发展的国际法
,

也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发展着
。

国际法中禁止贩卖奴隶的规则
,

禁止贩

卖毒品的规则
,

以及其他保障人类权利的规则的产生
,

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的提高有关
!

海

洋法的产生
,

与人类的航海能力和航海活动分不开
!

只是在人类具备了开采深海海底资源的

能力的情况下
,

才产生了国际海底制度
。

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法的产生
,

与飞机和卫星等肮

空肮天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有关
!

近年来
,

国际法的新发展
,

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

济新秩序提供了保障
,

显示了方向
。

然而
,

在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为欧美列强所垄断的年代
, 国际法中

“

确立了一些与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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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策相适应的原则
、

规则和规章
、

制度
。

所谓正统主义
、

神圣同盟
(
所谓保护关系

、

势力

范围 ! 所谓合法千涉
、

和平封锁
,

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
、

租界
、

租借地
,

等等
,

都是显著的

例子
。

这些反动
!

的国际法原则
、

规则和规章
、

制度阻碍了国际法向和平与正义的方向的发展
。 ”

 这些反动的国标法原则规贩 已经或正在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被淘汰
!

但这并不是说国际政治旧秩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已经不存在了
。

世界各国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程度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

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猖撅的年代
,

没有成为国际

合作的前提
,

反倒形成了国际政治压迫关系和经济剥削关系
。

随着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弱小

国家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

弱小国家挣脱了一些不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规则的

束缚
。

但是
,

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
,

仍然严龙地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

制造着

新的不平等和新的动乱
,

从而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

只有变革

政治旧秩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
,

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

才能使各国走上共

同繁荣的道路
,

才能使国碌社会出现长期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

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
,

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

尽管这种发展要经历曲折的道

路
,

但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

当国际社会发展到国家消亡的时候
,

当我们的
“

环球同此凉热
”

的

理想实现了的时候
,

国际法也将消亡
,

取而代之的将是更高一级的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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