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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综合考察各类重要的国际混合仲裁，即发生在一国私人与外国国家之间的仲裁实践，具体分
析其仲裁管辖权的法律基础、仲裁程序法、仲裁实体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等问题，并通过与国
际商事仲裁和国家问仲裁的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混合仲裁虽然常常不同程度地涉及国内法因素
，但在本质上却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具有国际法性质。
进而，国际混合仲裁对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如下一些影响：私人可以取得某些国际法上的程序权
利和实体权利并在国际法上具有了一定的地位；国家责任的适用范围可能不再限于国家之间；传统的
外交保护机制和国际求偿机制以及相关规则的适用被部分地替代、回避和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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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
天津市人，1972年出生。
199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获法学硕士
学位，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3年至今在南开大学法学院担任讲师，主讲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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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仲裁的历史一、私人通过其母国的安排与外国国家进行的仲裁国际混合仲裁的主要目的
在于解决国家和外国私人之间的纠纷，但是这样的纠纷在混合仲裁机制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
在国际法发展的早期，这样的纠纷或者无法解决或者只能依靠交保护的方式解决。
事实上，对于外国私人的保护，尤其是通过私人母国的外交保护，几乎是与近代国际法一同发展而来
的。
E．M．Borchard的研究表明，国家和私人（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关系的历史是从属人法向属
地法转变的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中世纪末期的一些因素，包括人们固定依附于一个城市或社会、不同人群间的通婚、封建采邑的忠
诚关系和控制关系等，最终促成了领地权利的概念（作为国家主权概念的萌芽），并使属地法成为主
要的适用法。
欧洲的30年战争作为近代国际法产生的标志性事件，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产生了与帝国统治权相对立的
领土主权概念，也使得国籍概念取得了独立于封建和宗教含义的法律意义。
此时的国际规则确认了国家仅仅对于在其领土内的本国人或外国人有管辖权，除非通过国际协议的特
殊安排才能获得域外的管辖权。
但是，私人的母国仍然有权利保护其在海外的国民，因为根据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东道国负有不歧视
外国人的义务，这种义务一般被认为是对其母国的义务。
因此，当本国私人受到外国国家的歧视和伤害时，私人的母国常常通过外交或仲裁的方式向该外国求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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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间仲裁是指国家之间为某一国际争端，特别是基于国际公法的争端，提请第三方解决的仲裁。
《论国际混合仲裁的性质:与国际商事仲裁和国家间仲裁的比较研究》通过系统考察国际混合仲裁管辖
权的法律基础、程序法、实体法以及执行机制等各个主要问题，分析其所隶属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基础
，尤其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判断其与另外两类仲裁之间的关系，讨论其根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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