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0161006

10位ISBN编号：7300161006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呈元 编

页数：367

字数：53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

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是一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
用于广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国际法（第3版）》有以下特色：
　　基础性。
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
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实用性。
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
的能力。

　　创新性。
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文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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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国际法上一般把国家的权利分为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两种类型
。
周鲠生教授指出：“一般地说，基本权利是国家固有的、当然享有的权利，例如独立和平等；派生的
权利是或者从基本权利推演出来，或者根据条约取得的。
” 虽然国际法学界一般承认国家享有基本权利并承担基本义务，但是，对于国家基本权利的根据及其
内容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自然法学说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其存在必然要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如同个人的生存必
然要享有某些天赋人权一样。
实在法学派的学者认为，国家的基本权利来源于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资格，或者是基于实在国际
法（特别是一般国际习惯法）的承认。
《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一般认为，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必然使国家享有所谓国家的基本权利，这
些基本权利被认为是主权国家组成国际社会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以来，虽然社会连带法学派和规范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否认存在“固有的、绝对的和不可变更
的”国家基本权利，但是，国家基本权利的概念还是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确认。
美洲国家于1933年12月通过了《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后来又于1948年4月通过了《波哥大宪章》，
该宪章中包括国家权利和义务一章。
《波哥大宪章》第7条规定：“每一个美洲国家都有按照国际法尊重其他国家权利的义务。
”第8条规定：“各国的基本权利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侵害。
”联合国成立以后通过的《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国际法原则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等国际文件，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通过的许多宣言和决议都直接或间接地确认了
国家基本权利的存在。
这些文件和其他有关的多边和双边条约、宣言、决议和司法判例等构成了国家基本权利的国际法依据
。
 国家在享有基本权利的同时，必然负有尊重他国基本权利的义务。
一国享有的基本权利，正是他国承担的相应义务，反之亦然。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根据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可能存在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国家，也不可能存
在只承担义务不享受权利的国家。
 对于国家基本权利的内容，即国家的基本权利究竟有哪几项的问题，国际法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各种不
同的主张。
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6日通过的《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中规定了国家的四项基本权利，即独
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
虽然《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对国家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它反映了国际法学者对于国家基本
权利的内容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和其他有关国际文件的规定，国际法学者一般认为，国家主要享有
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等四项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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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国际法(第3版)》编辑推荐：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是一套基础
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用于广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
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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