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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主要是由人的行为和相互活动构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活动势必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要处
理这些关系，就有定分止争、判断是非的需求，也就会存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司法”活动。
当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后，相应的国际司法情形也就已经存在了。
自古以来，有国家存在就有国际关系的存在，就必然会产生国家之间的争端与纠纷，也就必然会形成
和产生相应的解决纠纷和争端的方法和机制，司法手段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
    国际司法泛指在国际关系中通过司法机制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纠纷与争端的一整套组织与程序。
它在范围上可以包含三层意义：其一，可以涵盖一切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和运用的纠纷解决手段和机制
；其二，主要用来指称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以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形式出现的争端解决机制，如WTO
争端解决机制、各种仲裁法庭等；其三，则是最窄的意义，往往仅指国际法院体系(如国际法院、国际
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
虽然国际司法作为一种制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正式形成，但就其性质和范畴进行观察，恰恰符合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国际机制”理论的概括归纳。
从国际机制理论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司法，可以把它分解为制度(Institutions)和机制(Regimes)两个层面来
加以理解。
国际司法是以一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为形式载体而存在的，在结构上是与现行国际组织的体系结
构相配合的，国际司法作为国际机制是以国家间的合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需要参与这一机制的所
有国家都以建设性的姿态来促进和发展，在形成必要共识的条件下加以完善，这也是国际司法机制得
以存在和有效运行的基础。
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司法是伴随着现代国家体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由司法理论和制度的国内法模式
发展到国际化形态的，是由法律思想中的司法正义观念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主张的
实践化两个方面作用合力的结果。
最早在理论上将司法的国内模式引申到国际社会范围的是自然法理论。
既然国际法的理论是依照国内法模式构建的，那么国内法司法模式中的司法正义观念无疑为国际司法
的理论设计建立了合法性基础。
西方社会(源起于西欧社会)的司法正义观是建立在天赋人权、自然法等超越性范畴和以审判为中心的
权利保障机制基础之上的。
自然正义的观念在近现代主要通过司法正义的观念予以表现，正义成为司法活动的终极价值目标。
司法正义的核心观念，简而言之，在于通过一个独立的、公正的、中立的司法机构(其表现形态是法庭
、法院或审判机关)，进行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听讼和裁决，惩罚犯罪，制止侵害，确认和保护权利，
以此显示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正义。
国际司法是理想主义理论主张实践化的结果。
国际司法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理想主义思潮的体现和反映。
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存在根本的分歧和对立，但是从国际体制的发展来看，事实
上多表现为既有理想主义的设计和构想，又有现实主义的操作和运用，从国际司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
，主要体现了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某种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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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宏，男，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曾任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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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解释学和国际关系与国际司法制度。
代表性著作有《法律原理与技术》、《检察职能的现代化转型》等；代表性论文有《大国为什么不喜
欢国际司法》、《中国参与国际司法的困阻与对策分析》、《决策理论与国际司法适用的国家选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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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苏晓宏博士的新著《变动世界中的国际司法》可以被认为是国际法学界在构建现代国际司法秩序
的长期努力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对于国际司法问题，特别是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司法制度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认真的思考和分析。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并不回避对当前重大问题的分析，而是努力将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国际
司法制度问题相结合，提出了诸如为何西方大国不喜欢国际司法制度等饶有意味的问题，能够给阅读
者带来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冯绍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动世界中的国际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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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