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汉大举学报 (社会料举胶 ) 19 时年第 5期

论 国
、

际 法
、

的
`

发 展
,

梁 西

一
、

引
:

稳定与发展

国际法同国内法一样
,

主要是为了巩固现存社会成果
,

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肯定
,

使之制度

化
,

规范化
。

因此
,

法律总是要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

也唯有如此
,

才能使社会成员在其行

为交往中
,

有所适从
。

但是
,

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各种法律
.

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

是

从现实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
。

因此
,

为了使之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
,

法律又

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发展
。

否则
,

它就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东西 了
。

从法律哲学的观点来分析
。 国际法的稳定

,

是它演变及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条件、 是它在

国际关系中正积累着量变时的一种状态
。

这种量变必将导致国际法的质的发展
。

可见
:

稳定

是相对的
,

而发展则是绝对的
。

同国内法相比
,

国际法从来未被固定于一个世界统一的硬性

的法典中
,

它是一个更易于发展的体系
。

然而
,

国际法的发展并不是一条连绵不息的水流
,

它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相对稳定的阶段
。

这就使人有可能对 国际法的发展进行分期研究
。

不过
,

由于着眼点不
·

同
,

人们对阶段的划分并非一致
。

国际法还胎的存在
,

可以溯及公元前的远古时代
,

但具有独立体系的国际法则是近代的

产物
。

在独立体系形成以前 (特别是在公元 5 世纪末罗马帝国崩溃以前 )
,

国际法的产生带有

明显的区域性
。

它是从相距遥远的世界各地区 (包括东方和西方诸文明古国 ) 各自成长起来

的
。

这些出现于古代希腊
、

中国以至印度的古老国际法
,

形式原始
,

十分零散
,

处于一种游

离状态
,

多与宗教
、

正义
、

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
。

但它们对后来国际法的影响不应忽视
。

到中世纪
·

,

罗马教皇和皇帝成为整个欧洲无上的权威
,

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

基督教世界
. ,

在这个统一霸权的长期统治下
,

国际法的发展极为缓慢
,

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

二
、

三个半世纪的演变

中世纪欧洲社会 向近代社会的过渡
,

使基督教社会逐渐分裂为众多的独立国家
。

到 1行世

纪
,

主权国家并存的趋势已经出现
。

只有在众多独立国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
,

近代国际法才

有可能产生
:

一

其后
,

发生了
“

三十年战争
” 。

1 6 4 8年为结束这场宗教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

和会及其所缔结的和约
,

是国际法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

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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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社会的存在
,

而且标志着一种对国际行为产生直接约束力的国环滚的存在
, 此后 ; 国

际法开始了从 自然法 ( n a t u r a l l a w ) 向实在法 ( p o s i t i v e l a w ) 的历史演变
。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
e ac e of W

e st p ha h a )对 国际法发展的划时代意义
,

足以表明它是

近代国际法的实际源头
。

和约使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得以调整
,

使日耳曼将近一半

的城邦国家取j是了独立
,

搏新教
平等原则获得璨欢

b 其结案是
:

脱离了苏星的霸权
。
并使铆土主权机念趋于加强

,

国家

际社会成员的主权国家
,
大为增加

, 进行平等交往的

常设使馆
,

相继设立 ; 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各国间的争端
,

成为正常制度
; 日益增多的国际来

往
,

为国际法规范的形成提供了各种素材
。

一个不屈从于教皇霸权而由独立国家平等组成的

国际社会
,

是国际法存在的根基
。

从而
,

使国际习惯法的逐步发展
,

获得了重要条件
。

国际法学先驱者的学说
,

特别是格老秀斯 ( H u
go G or it us

,

1 5 8 3一 1 6 4 5) 的学说
,

对国际

法的发展和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格老秀斯的著作
,

对具有独立体系的国

际法学的产生与繁荣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

他在国际法领域内提出的各种基本原则和主张
,

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表述了鲜明的反教权观点
,

具有折衷 自然法与实在法理论的时代特征
。

他

被誉为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
。 1 7

、

18 世纪的西方学者大多接受他的学说
,

称为格老秀斯派
。

先前的学者认为
:

国际法是一种适应当时
“

国际社会
”
(除国家外还包括军队

、

君主及其他

个人 ) 的法
,

是普遍适用于人类的自然法
。

17 世纪下半期以后
,

国际法中占优势的观点逐渐演

变为
:

国际法是唯一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一种特殊体系
,

根据国家明示或默示同意而生

效
,

以规定国家间关系为限
。

国家主权择念已盛行于 1 8世纪
。

这一趋势也是当时 自然法理论所

承认的
。

因为人格化的国家被认扣跟人二样享有自然权利
,

而国际法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这些权

利
。

特别是鼎兴于 1 9世纪的国际法实证主义观点
,

更是以纯粹国家主权观念为前提的
。

早在 18 世纪末
,

国际法已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法国大革命后发生的一系列战争
,

摧

毁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体制
,

在激烈变革中产生 了一些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有关国际法的民

主原则
,

如国家享有独立主权
、

不容干涉内政
、

公海自由
、

条约不可侵犯
、

禁止贩卖奴隶等
。

19 世纪前期的国际法
,

十分强调国家的基本权利— 独立
、

平等
、

自保及尊严
。

这些权利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
。

整个 19 世纪在维也纳
、

巴黎
、

柏林及海牙
、

日内瓦召开的多次国际会议
,

对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各部门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

19 世纪 中叶
,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远东
,

以炮舰政策迫使中国
、

退罗
、

朝鲜等国订立不平

等条约
、

强行通商
、

设置领事裁判权
。

此后
,

殖民掠夺又相继扩及非洲等地
,

使达些国家沦

为强权的牺牲者
。

传统国际法的主权原则并未适用于弱小国家
。

此时的国际法
,

适用范围虽

有所扩大
,

但仍为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体系
,

是列强凭借殖民制度
、

保护国
、

势力范围
、

租

界等方式支配亚非拉的体系
。

到 19 世纪末
,

在列强疯狂争夺世界的战争威胁下
,

世界和平运动兴起
,

从而促进了和平

解决争端等国际法制度的发展
。

由子科学的进步与世界市场的扩大
,

超国界活动 日益频繁
,

使国家间缔结的条约大量增加
。

据统计
,

从 19 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

各国所签订的

双边及多边条约不下 1 万 5 千个
,

其中包括着许多实体的国际法规范
。

这 1 00 年左右的时间
,

堪称
“

实体国际法形成时期
” 。

三
、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2 0世纪
,

迎来了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

在不到 30 年的暂短时间里
,

发生了两次

.

4 ,



世界大烤
。

俄争这个怪魔
,

:

少方面使鼠际诱破坏矛余砧最方面为炯标法带来新的转机
,

进入 20 世

纪后
,

世界 日新月异
: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

国际社会急剧改组
,

东西意识形态对立形成
,

各国琴会
、

经铸
乙
耳碑治结构出观深刻差异

: 多极世界和
,

国家集团相继出现
, ,

梭军备租外空竞

争日趋激烈
, i

南辫餐济
、

` ,

政渝难民
、
; 世界环境等闻题有增无已

。

国标法面临一个强烈变革的

时代
。

、

随着世界大局帷巷势广传统的国际精规范
,

有些被更新
,

有些被废弃
,

奸多被继续沿

用
,

同时还产李了寸些新的原财和规巷州现代国际法正在形成之中
。 、 :

·

第一
,
经过两次大战后

,

国际长系份
.

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第三世界的兴起
`

。
-

·

最近半个世纪 以来、 作为非殖民化的绒果
,

各洲殖民地纷纷独立
,

殖民体系基本瓦解
。

,

在世界 1 60 多个尽家中
,
,

第三世界国客已增加到 1 20 多个
。

新国家的激增
,

远远超出了数量上

的意叉
。

、

它协经济不寒达
, 、

过去长期批排除在所谓醉文明国家
”

之外
。

它们加入国际社会后
、

强烈反致殖民残余和不平等条约
,
要求修改其未参每制订且对其有损的那些国际法规范

。

它

们作为侧独新国际力量 `
’

在发展民族绿济和巩固国家独立过程中
,

_

大大推动了现代国际法的

发展
。

特别是在促进民族自决
、

肆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和发展海洋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属于第三世界
,

是联合国安理会
.

5 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非拉国

家
。

·

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已构成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

中国在解决双重国籍
、

国家承认
,

和平解决争端等重大国际法间题上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第二
,

在国际法的深刻变化中
,

国
一

际社会和 国际法主体的扩晨最富有时代意义
。

在近代国际法形成的年代里
,

源 于欧洲的国际法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

,

它把美
、

亚
、

非各

洲均排除在适甩国际法的国际社会之外
,

称非基督教各国为非
“

文明
”

国家
。

其后
,

扩至美珊

各国
,

再后扩及澳洲
,

至 19 世纪中叶的巴黎会议
,

才开始接受非基督教国家 (土耳其 )加入国

际社会
。

现代国际法承认
:

世界各种文明相异的国家
,

不论大小及政治经济制度如何
,

均为

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
,

参与国际法的制定
,

接受国际法的调整
。

这种国际社会结构的改革与

国际法主体的增加
,

不仅从横面上扩展了国际法的适用空间
,

而且从实质上加强了国际法的

有效性
。

在此过程中
,

促使许多传统的法律规则
,

如国家及政府之承认
、

领土取得之方式
、

条约之效力等
,

发生了重大变化
。

」
一 `

在上一个世纪
.

只承认国家是国际法上唯一的法律人格者 (蹄 g al p e sr 。动
,

传统的国际

法规则是通过作为国家间关系产物的习惯
、

条约和仲裁裁决等而形成的
。

但在今天
,

既非民

间团体也非国家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

已被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国际人格
,

可成为国际法主

体
,

可享有有关公约任何缔约国在其管辖范围内所给予法人的最大限度的法律地位
。

因此
,

除

国家间关系外
,

国家与国际组织间以及国际组织彼此间的关系
,

也能形成国际法的新规则
。

关于民间团体和个人 (以及无国籍人
、

难民
、

托管地居民等 )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
,

在

现代国际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

但各国意见并非一致
,

还未形成整个国际社会所公认的

国际法原则
。

值得注意的是
,

关于个人的国际责任规则
,

战后有些明显的发展
。

例如
,

在纽

伦堡及东京曾两次对德自战犯进行国际审判
,

稍后又有《灭种罪公约》的制定
。

这些国际实践

对加强国家行为的个人责任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今后将如何演变
,

在理

论及实践上都是非常引人注 目的
,

因为它将涉及国际法的性质和州些基本观念1司题
。

①

第兰
,

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

是其客体的迅速扩大与国家
“

保留范圃
”

的相对缩小
.

国家主权原则是所有国际法原则的核心
。
它和其它国际法原财相互从两个不同角度表述

一个共同间题` 前者从个体角度侧重表述处于静态的国家
,

后者从社会角度侧重表述处于动

态的国家石两者是相辅相成并柑互制约的
,

如果向两个极端推论
,

它们会转化为两种逆向的



原则
。

国际法的发属 往往是在侧重属家主权为州端与衡童国际秩序为男一端的矛着夭平上

运行的
。

过去如此
,

今 日亦然
。

一

i
`

传统国际法
,

为维护
“

文明 ” 大国的权益
,

在主权原则下
,

将国际法所未噢确规范的事项

都归于主权任意决定的
“

保留范围
” ,

推至极端
,

战争权亦在保留之列
。

这种 国际法律秩序显

然是一种
“

小范围的秩序
” ,

这种秩序常常因为
“

大范圃的无秩序
”

而遭封严重损坏
。

基于主权

的行使
,

甚至两个国家相互间可以协议更改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

经过两次大战
,

由于人类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加深和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
,

情况在发生变

化
。

国际法的触角逐渐伸入国家主权的保留范围
,

使战争权
、

国籍问题
、

关税及贸易政策等

受到了各种条约及国际实践的影响
。

同时
,

在新的条件下梦
’

国际强行法 ( ju , 。 g en s) 理论兴

起
,

要求加强国际法的作用
。

其后
,

在 80 年代生效的《条约法公约》又进一步对强行法作了规

定
: “

条约在缔结时与二般国际法强制规律 (强行法 )抵触者无效
” 。

句见
,

天平在向另一 端倾

斜
,

由主权任意决定的保留范围在减轻分量
,

而由国际法加以规范的客体则有所增加
。

但是

情况表明
,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敏感
、

有时甚至是带有
“

困苦
”

的渐进过程
。

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及国际交往频繁的影响
,

传统国际法受到多方冲击
,

有了显著发展
。

老的海洋法
,

现 已从过去的海面法规延伸到了海底制度
。

.

在深海资源
、

大陆架
、

专属经济区
、

领海范围
、

远海捕渔等方面
,

都有了很多新规定
。

航空法虽是一个较新的部门
,

但在半个多

世纪的时间里
,

为解决月球及其他天体的归属和使用间题
,

已由空气空间发展到了宇宙空间
。

在和平租用原子能及国际核技术交流中
,

产生 了新的原子能法
。

在工业污染及环球性公害的

威胁下
,

产生了国际环境法
。

在极地科研活动的推动下
,

产生了极地法
。

在交通进步及世界

旅游业的基础上
,

产生了国际旅游法
。

此外
,

国际发展法
、

国际人权法
、

国际刊法等也在形

成之中
。

本世纪 20 年代后
,

由于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趋势加强
、

国家经济的日益世界化和建立新

国际经济秩序的迫切要求
,

过去主要以调整国家间政治关系为任务的国际法
,

迅速向经济领

域 伸展
。

在此过程中
,

逐渐形成了有关国际贸易法
、

国际货币法
、

国际投资法
、

国际产品责

任法
、

国际反托拉斯法等的许多原则及规则
。

从而
,

使有关国际经济关系的实体 法 大 大 增

加
,

扩展 了国际法的调整范围
,

对国家经济活动
、

跨国公司
、

国有化补偿政策等产生重大影

响
。

国际经济法的迅速发展
,

是现代国际法的突出现象之一
。

上述 国际法领域的不断拓宽
,

给人们以启示
:

过去以规范各国管辖权为重点的国际法
,

正在朝着进一步促进各国协调发展的积极方向前进
。

第四
,

与传统国际法对照
,

现代国际法的进展以战争法最为突出
。

战争古已有之
,

原非国际法制度
,

但国际法的源头却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

古老的国际

法可以说是从战争发迹的
。
中世纪的战争非常残酷

,

但战争法规也随之发展
。

在 19 世纪以前

的国际法中
,

战争法规的比重较大
,

为战争制定
“

决斗
”

程序
,

以减轻杀伤的残酷后果
。

但是

如前所述
,

传统国际法并未从根本上限制战争
,

它为主权国家保留了诉诸战争的绝对权利
。

这一权利
,

直到第一次大战
,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只是为了使战争

更有
“

秩序
”

和比较
“

人道
”

而对传统规则进行了多次编纂
,

这种编纂至 19 世纪后期进入高潮
。

经过第一次大战
,

事实证明仅仅限制武器使用和改善伤病员待遇
: 是无济于事的

。

人们

对战争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

希望进一步从根本上否定战争
。
首先做这种尝试的是 《 国际 联

盟盟约》 ,

它规定国际争端在提交某种程序解决之前不得诉诸战争
。

显然
,

盟约的规定 很 不

彻底
,

只是对战争作 了时间上的限制
。

此后
, 1 9 2 8年的《 巴黎非战公约 》宣布

“

废弃战争作 为



实行国家孕声弃买县乍
·

举晰国磷限J* $峰争权的体制前进了一步
。
但在寒际上

,

非 “战争
”

’

的

武装冲突攀不亚矛娜争的殡杯性
、 因州卜战公约对战争扭的取缔仍然是不彻底的

。 ⑧
·

愚过第异次大战
,
:人类修滇浩劫

,

在堆争废墟上孕育出来的“联合国宪章》规定卜 所有成

员国
几

在其国辱养声中
, ;

不得以武力胡举梦或傀用武力来侵害任何国家卿
土完整 或 政治

一

独

P,. 亦不得以任何其他同联全国彝景不符神方式以武力担威胁或使用武力
·

宪章关于禁止竺使

用武力
”

的规定
,

比非战公约关于禁政
“

战争
”

的规定更为广撼
i ,
宪章确认一切武装干涉

、

进攻

或占领以及以此相威胁的行为都违乒屠际捧
。

至此
牢限制战争权的努力进一步扩展到了以

“

武

力自助
”

的一切措施
。

井法律笋果是气
、

除严格的良卫外
,

从主权范
!

围内排除了使用武力之权
。

.

战争法的这一发展
,
在国乓传上鸡成了一个新钓逻辑推理

:

武力被禁止
,

从而使和平解

决争蟒琳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嘎则
,

并牌判
二

战犯制度奠定了基础 , 从而促进很略定义

的制定气 同时有助于集体安余解度和拳持和平部稗的发展
, 从而加强了国际法的作用

。

在这

里
,

人价可以看到
,

从战争法规的产生
、

到斌娜争的限制
、

真到战争权的废止
, `

是国际法演

变过程曳的一条极重要的熟迹
, 现代国际捧的发展* /

在理论及实麟大动摇了传统的战争伪规

及中立梦规
,

产国家及国家公务人员的国际责任发生了重大变化
`

、

然而
,

不可忽视雌
,

.

只

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和武器库
, “

以法律代替战争
”

的努力终究是很有姆度的多

【 ,

四
、 `

国际组织对国际法的影晌

国际组织是现代国际生活中促成各国合作的州种法律形式
.

因此
,

国际组织的发展就是

国际法本身的二种发展
。

现在
,

各种全球性与区域性的
、

综合性与专门性的国际组织
,

以加

速度逐年增力几
,
数以千计

。

其中政府间的重要组织已超过 5 00 个
.

这些组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是最近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
。

它们所管辖的事项
,

涉及人类生活钓各个方面
,

上至外空 、 下

达海底
,

包罗万象
`
现在己形成一个以联合国为协调中心的巨大国际组织网

。

这个国际组织

网的蓬勃发展
,

是现令国际社会两个端点的调和
、 丫端是各独立国家在主 权 的 竺皇冠

”

下 ,

无法将其权力融合为一侠
, 另一端是国内管辖事项旧

一

益越出国界
,

需要国际协作
。

因此
,

这

个组织网的存在仁是现代国家相互依存的一种特殊的国际现象
。

一
:

、 `
-

国际社会
,

以享有独卒主权的国家为组成分子
,

与国内社会相比
,

是一个高度分权的社

会
。

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显示
,

一

在各国之上不可能有一个超 国家的统一权力存在
。

以这个基

本结构为前提的国际法体系
,

也不可能有一个具有独立权力的中央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
。

因

此
,

国际法规范只能通过各国的自由协作才能产生
。

国家既是 自己应遵守的国际法规范的制

定者
,

又是这些约束它们 自己的规范的解释者和执行者
。

与国内法相左
,

在传统国际法中有

所谓对国际侵权行为的
“

自动裁决气 诉诸战争的
“

自助原则
” 、

重视既成事实的
“

实效原则
”

等

等
。

这些特点
,

集中说明国 际法带有很大的松散性和任意性
。

但是
,

随着国际社会的 日趋组

织化
,

世界增加了凝聚力
,

而在欧洲共同体这类新裂的区域性组织中
,

还出现了某些
“

超国家
”

的明显因素
。

这不仅对国标社会结构
、

国际政治及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

也对现代国际法的形

成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

第一
,

国际组 织的编幕工作与现代国际法
。

国际法编纂是丫个老的概念
,

可以溯源到 18世纪末英国铆心( Je r o m y B e衣t五a m
, 1 7 4 8一

1 8 3 2) 的倡导
。

不过。
·

国际社会有组织地编纂国际法的尝试
,

则是从工9世纪末诊。世纪初召开

的两次海牙会议开始的
。
此后

,

在国际联盟时期、 曾召开过有 40 多个国家参加的编纂会议
,



但成果不大
。

直至第二次大战后
,

在联合国卿摧动下
},

编寨工作才取得了显奢的进展
。

联合国大会
,

根据宪章关子提进膏碌法发展的规定
,

专门设立国际法委员会
,

作为辅助

机关
,

,

以期
`

编扩和
“

进一步发展
” 国际法

。

从理论上讲
,

编拐既存的国际习惯和发展新的国

标法是有区别的
。

但是
,

该委员会的长期实践表明
,

两者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
,

而不是种类

上的
。

从委员会拟定的各种条款章案来分析
,

大部分都含肴发展解内容
, 即便纯属编纂

,

如

就其
“

对国际法规则进行更精确的初定和系绕化
,

来说
,

也是对国陈松的一种发展
。

因此
,

发展

的因素
,

实昧上存在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全部过桂中
。 一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 委员会

按其特定程序起草了大量法律条款草案 、
一

以妾员会完成的草案为基础
,

经过在联合国主持下

召开的外交会议缔结了或经过联大本身撇过了一系列董要的多边公约公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

外交关系公约
、 ·

领事关系公约
、

减少无国籍袄态公约
、

关子国象在条约方面继承的公约
、

关

于国家在同国际组织关系中的代表权公约等儿十项条药的缔结
,

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
。

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的公约
,

还有一部分是经过有关的专门性国际组织发起的
,

或者是

在联合国下组织特射机构起草的
。

如 60 年代和物年代关午外层空伺的几项条约
,

80 年代的新

海洋法公约
,

都是这种情况小它们已成为现代空间法和海洋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上述国赊法委员会及其他国际机构起草的条约
,

虽然形式上仍是契约性质的
,

但与早期

的双边条约相比
,

却具有重要的造法意义
。

它们不是 以解决几个国家间的事项为目的
,

而是

为了调整各国的一般关系而绮结的犷种普迫性协定
。

从 l p世纪开始出现
、

到 20 世纪迅速增加

的这种造法性条约
,

是现代国际法非常重要的渊源
。

传统国际法主要来自国际习惯
; 虽然还签订了许多条约

,

但有些条约也是以习惯为基础

的
。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极其缓慢

,

因为它必须经过各国以一定的法律意识长期对同类行为进

行多次重复才能确立
。

造法条约的增加
,

有助于对各国惯行及先例的编纂和发展
,

从而有力

促进并加速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过程
。

国际法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所制定的条款草案
,

均不能经 由其本身直接产 生 法 律 效

力
,

所以它灯均非真正的国际立法机关
。

即使如此
,

它们多年来的工作卖:
钱却为国际社会提

供了一套新的造法程序
。

国际法委员会的程序
,

同形成国际习惯
、

缔咭条约的传统程序比较起

来
,

有一个重要发展
:

由非常分散到较为集中
。

它的特点是
,

通过一个国际机构把各个政府

的意志
、

成员国代表的要求和国际法专家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了
。

不论这种辅助 国际造法的机

构和程序是多么原始而不完备
,

担是它毕竟已经存在了
,

这是石种很有意义的变花
。

③

第二
,

国际法院的裁判活动与现代国际法
。

在国际社会不可能有
,
一个集中的立法机关与程序街条件下

,

经由国
一

际判例来解释
、

澄清

有关法律规则以适应国际需要的途径
,

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闷
一

定意义
。

国际判例虽然不能成

为独立的国际法渊源
,

但可用来作为确定有疑义的法律规范的证明方法
。

国际法院及其前身国际常设法院
,

虽然有若干先天的局限性及后天的缺陷
,

但它是现今

国际社会能对诉讼和咨询案件作出法律认定的主要司法机关
。

国际法院的管辖
,

从根本上讲 、

是 以 自愿管辖为基础的
。

它的管辖权
,

.

礴国内司法机关的强制管塘不可同仔而语
。

但是 ;
`

它

在适用法律方法解决当事国提交的国际争端中
,

对国际法的实现真有积极作用
。

国际法院成立 40 多年来
,

所受理的诉讼案件及咨询案件
,
`

虽然只有 7 0余起
,

但案件所涉

范围甚广
,

包括领土主权
、

边界
、

海洋
、

管蟾权
、

外交关系
、

外国人法律地位
、

国家继承
、

条约
、

国家责任
、

国际组织等各种法律何题
。

这些案件往往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
,

国际法

院从法律角度参与裁判
,

有助于减轻法律矛盾
,

避免冲突升级
,

促进
.

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
。

·



在国际簇院受理吟案件中
, 厂

有些影响很木
。

关于这些案件的判决和资询念见珍备国评论虽然

不尽丫致
,

俱它们对于娜定领海及其他海堆的原则
`

专属经济攀的发展
,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

位
、

国籍
、

外交保护
、

条约保留
、

国际公务员制度
、

:

禁止使用武丸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等重

大国际法问题
,

具有零要鲍理论租现寒意义
。

` 、 一 ` 、

第马 联合国大会的珍议与现称国际法
,

· _ ; · 「
.

:

世界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

多设有一个所有成员国均参加的全体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

关
。

其中以联合国大舍砰杯最广
,

它可审议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间题及事项
,

并可就此以决议

形式卿礴员国及安理含撇建议
。

因此有人把它比作
“

世界议会气
,

实际上
,

联合国大会只是

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机构
,

并不享有象国内鲜会那样的立法权
。

·

尽管如此
,

联合国大会在其

长期职能活动中
,

曾在国际和平与安全 :
国际经济

、
一

国际社会合作等方面
,

作出子数以千计

的决议
· `

关于这些决议的锋律效力问娜争论甚多
犷
但它们对国际法的影响却是公认的

`

联合甲大会
,

,

几乎最由全世界国家的代表组成昨
,

、

一

它的呼吁
,

反映各国政府的意愿
,

是

世界卑诊的积累和集中表举卜有参大的政治影响办` 特别是直接有关法律问题的那些决议
,

,

必然影响产毕国际习惯的传统方式
。
它们代表一种普遍的信念 , 可斗作为国娇习惯形成的有

力证抿 ,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阐明
、

碑认或宣示国际法原则及规则的作用
。

而且事实

上
,

联大的决议
,

几

有些耳申务国进币步缔结为公约
b
从这个角度来看

,
,

大会决议起了促进公

约签订的作用
,

国乒分约是大会决议的一种发展④
`

第四
, :

国际组织的奉本文件专现代国际法 , 卜
一

、

一政礁卿早乒饵织的津立
,

是望国家间斡正式条约为基础的
。

条约主要规定有关组织的宗

旨原则
·

法律典位
、

斟织机构
、

职权范围 , 活动程序
、

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
,

随着国际组织

的水垦乡现
、

这种务约和有关铸规已形成现代国际法鲍? 个特珠体系一
国际组织法

。

_

那些建立余浦件国际组钾的条约卜 往往规定有国际社会养共同遵守的一般规则
` 加入这

种组织的国家愈多
,

接受这种规则的国家就愈普遍
,

从而使某些重要规则有可能产生一般国

际法的效力
。 :

_ 、 几 。 :
,

· _ , - 一 )
1 .

·

) ,
一

;
-

一

联合国先意等②条
,

.

在规定 ,本鸽脚尽并会具国
”

应遵行的各两原则时 , :

特别规定
:

联合

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乍安全的必要范围内
,

应保证 ,非样合国禽录国
”

遵行上述厚则 ,
,

因此
·

宪章

虽然形式上是蓦于” 般国际法而制定的一个国际组织的组织章程
: 只对成员国有拘束力

,

但

就其普遍件来禅、 却是万项对全球二邻界家产生影响的最大分约
,
它最娜性国际法最重要萝

渊源
。

宪章所葬备项宗旨和缚则及其相关规定
,

「

最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 其

中一些带根产性的条款 (如主辉平等
、

积平解套国际争端
、

雄止侠用武力
犷不于涉内政等 ) ,

被认为具有
“

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
”

的强行法的性辱吟 一
:

一

三
_

抓
-

这里
,

还需提及的是
:

各类国际组织章程
,

尤其是行政性国际组织的章程
,

有关行政事

务的各种规定及其实践
,

促进 了国际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
。

这一发展
,

使传统国际法济强调

的国家间相互
“

不作为
”

的义务
,

正在进“ 步向积极
“

作为
`
的努向扩大`

一

” ` 、 ’
: ) 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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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皿和思考

国际法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

国际法变化较小
。

它所

调整的事项的范围也是很狭窄的
,

基本上是一种共处性质的
“

国家间法
” .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虽然发物不久
,

但是变化较大
。

它适用的空间已扩及全球
,

调整的事项在



卞断增加
。

迹象妻明
,

`

它正在进一
,

步向协作性质的国际法演进
、 国陈社会的组织化犷和第兰

世界的兴起及科学技未的麦达厂相辅粕成户成为推动跳代国昧法爱展的三大动力
。

就国际组

绒而 言
,

下列趋势值得注意公国际组映的数量在日益增长
,

便遭府囱际法的国际社会由高度
分权的状态向较为有组织的状态过渡

; 国际组织的职能在返步护央乒使早先强调疆场的国际
法迅速向国际市场延伸

; 联合国作为世界国际组织中心的协调作府在加强
,

一使松散的国际法

体系有可能进一步协调发展犷
,

二
、

一
、

、 ` ·

一
、

. .

进入 20 世纪以后
,

国际法虽然有了很大发展
,

但它作为一种松散的法律体京这 一 特 殊

性
,

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

国际法仍然不是七钟以统治狡为塞祝睦的权触而只是二种以主权者平
等协作为塞础爵秩序

, 、

是` 种比较钦弱时法律体索` ;这
公 J
现象; 除了能侥萌囱际法与卤内法相

区别的本质外
,

` 、

不韶把它说成是国际法的缺陷
。

因为 , 一
国陈社会只能憧囱际法起囱陈法的作

用
,

而不可能期待国际法成为一个足以抵销客独立国象董校的世界政府酶土其
。 … .

“
, ’

了

一

适用国际法的国际社会
, ;

·

`是国际法的墓础护事卖症吻
,

公单答篷的由家向哭絮
,

有助于

国际法的发雇
。
国

一

际粉权的滋长
, ;

会璧息国陈法的蚕祝咨国碌祛不可能笼匕种械五的荐表
,

它深

受国际社荟各方面
,

特男怪国际政洽游韧约
。

这种国际祛对国际政治卖际上的从属性
`

,

为国际

法划定了一个很换窄的夫地
。

一

甲世纪和赶
、

现代的茵际
`

法
,

`

都是如此
。

人们从厉更遗迹中发
现

:

作为平等者间的法律
,

国际法最大的陷解是排麟圭较平等原则的强权政治
。

在第一次大战

前
,

当实体国际法的发展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时硅户帝菌圭义铁蹄懂藉望花匆乌有
; `

战后
,

国

际联盟成立
,

人们又抱有希望
,

侵略者又使希童破灾
; 此后厂联合国放立 、 再次重建世界

。

人们在思考
:

不能再让故事重演
。

在厉史的各个时期和全球的各个地区
,

以强凌勃的事件
,

时有发生 ,
.

患意千涉别国内政及其他违反函际法的行为妾送出不止
。

~

迄今
,

一

大小木等的儿十

场流血冲突
,

仍在一些大国的影响下进行
。
二!3 。牵代的慕危黑协是

、
,

九年前对阿富件的侵犯
,

几月前对巴拿马的占领、 ;都给人们留下宇深刻嫩象
: ;

在强权的荫影下扩菌际法常常显得苍白
无力

,

累遭践踏
。 一… 、

, 一

只
_ -

世界需要和平
,

国家需要发展
。

在人类已经制造出大量武器足以使 自己毁于一旦的核时

代里
,

怎样才能获得和年与爱展
、

怎样才能发挥囱际祛的作角呢全国家是国际法律秩序最重要
的支柱

。

各国不仅翘透协作声生国际法
,

而宜通过协柞卖规国际法
。

因兹
一

时代妻录一切国家
,

特别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
,

婪依法履科国际支务厂迹行箕城时国际协作
。

二如 桌情
挽相反

,

国际法的全部建筑就将孩临崩溃沙恒是 、
便荻们充满希望的是扩人类必能自己驾驭

自己
,
使囱际社会更孩近于三神肴效的法律秩序钾使客国有讨能在呈权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

处
。

因为历史已经明自充懊地证明
:

即便是最窿肴万街民族
,

也只胃在二不有效的国际法律秩
序 巳 才有安全可言

,

才能生存下去
,

,

才能
一

典筒爱展
乙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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