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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主要为适应研究生的教学需要，由武汉大学国际法所六位博导编写的国际法三套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以专题研究性质的形式，紧紧结合当今国际形式的变化与发展（科索沃危机、9·11事件、中国加
入WTO后、跨国犯罪、洗钱等等）分8个专题，深刻地阐述了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新动向、新视野及
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呼唤，展示加强国际合作的时代迫切感与完善国内立法的反思，为研究生的教学及
学子们提供更新、更艰巨的课题。
   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自1980年招收研究生以来，开设了多门学位课程，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可供
研究生参考与学习的文章、专著和教材。
为了适应教学的新形势，最近国际法研究所决定各教研室分别编写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
法三套研究生系列教材。
本书是国际法教研室的六位教授在自己已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共同选编的国际法的第一本专题教学
用书。
全书分八个专题论述国际法若干新的发展和趋势，为学习过《国际法》本科教程的研究生进一步深入
进行专题研究提供某些参考和帮助。
本书撰稿人各自的研究工作常得益于梁西先生多年“严谨治学”的言传身教。
在书稿编辑过程中，先生多次参加讨论会，书的书名、体例、内容等，都承先生亲自审定。
先生已近80高龄，不辞辛劳，关注本书的出版，正是在这种激励下，我们及时完成了任务。
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应有前瞻性，贵在拓新。
我们所设想的“专题教学”，亦应顾及主客观条件，使其多样化，不宜拘于一格。
因此，本书是一本还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和提高的书，抛砖引玉，恳切希望获得批评指正。
受全体撰稿人委托，我们担任本书的主编与具体事务，并撰写“出版说明”和“后记”。
邵沙平 余敏友2002年11月12日于珞珈山出版说明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自1980年招收研究生以来，
开设了多门学位课程，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可供研究生参考与学习的文章、专著和教材。
为了适应教学的新形势，最近国际法研究所决定各教研室分别编写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
法三套研究生系列教材。
本书是国际法教研室的六位教授在自己已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共同选编的国际法的第一本专题教学
用书。
全书分八个专题论述国际法若干新的发展和趋势，为学习过《国际法》本科教程的研究生进一步深入
进行专题研究提供某些参考和帮助。
本书撰稿人各自的研究工作常得益于梁西先生多年“严谨治学”的言传身教。
在书稿编辑过程中，先生多次参加讨论会，书的书名、体例、内容等，都承先生亲自审定。
先生已近80高龄，不辞辛劳，关注本书的出版，正是在这种激励下，我们及时完成了任务。
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应有前瞻性，贵在拓新。
我们所设想的“专题教学”，亦应顾及主客观条件，使其多样化，不宜拘于一格。
因此，本书是一本还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和提高的书，抛砖引玉，恳切希望获得批评指正。
受全体撰稿人委托，我们担任本书的主编与具体事务，并撰写“出版说明”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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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专题一：国际社会与国际法 一、国际法的基础与性质  (一)植根于国际社会的国际法  (二)国
际法的效力与特征 二、国际法的发展  (一)国际法的阶段性  (二)三个半世纪的演变  (三)现代国际法的
发展趋势  (四)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五)国际法是“国际”的法 三、人类组织化与当代国际法的新动向
——国际“结构平衡论”初述  (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现象  (二)国际法发展的动向  (三)国际组织的准
造法功能  (四)一个哲学思考：发展的极限问题 四、国际法律秩序的呼唤——“9·11”事件后的理性
反思  (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高度文明与发展的时代  (二)战争与和平问题  (三)最不发达国家与全球经
济发展问题  (四)恐怖主义与人类共同利益问题  (五)权力政治与国际法律秩序专题二：国家主权与国际
法 一、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  (一)导语：有关国家主权的新论调  (二)民族自决与国家主权  (三)国际
组织与国家主权  (四)国际法的新发展与国家主权  (五)国家主权的辩证法 二、以新主权观迎接新世纪
的国际法学  (一)主权概念的产生  (二)绝对主权观的荒谬与危害  (三)相对主权观的“缺陷”与危险  (
四)主权虚无观的极端错误  (五)主要国家集团对主权的政策取向  (六)20世纪国际法实践所揭示的国家
主权及其特点  (七)21世纪的国际法需要新的主权观——平等主权观专题三：国际组织与国际洁 一、20
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与国际组织法学  (一)欧美国际组织研究的概况与趋势  (二)国际组织研究在我国的
兴起  (三)国际组织的研究方法  (四)国际组织的性质、地位与作用  (五)展望 二、国际组织缔约能力的
法律依据  (一)概述  (二)国际组织缔约能力的含义与特点  (三)国际组织缔约能力的法律依据——理论
和实践的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三、欧共体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一)引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
法律形式  (二)典型透视：欧共体与GATT／WTO的法律关系   (三)展望：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多边贸
易体制的影响及对策 四、WTO法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共性与个性  (一)引言  (二)WTO法与一般国际法
的共性：整体审视  (三)WTO法的独特性：一些具体考究专题四：国际人权法论著评 一、人权的整体
概念  (一)人权的主体  (二)人权的主要内容  (三)人权内容的实现 二、人权的国际标准  (一)人权的国际
习惯法标准  (二)人权的国际条约法标准  (三)人权的民间国际标准  (四)人权的国际标准 三、人类社会
追求的共同目标——评《世界人权宣言》  (一)制定《宣言》的历史背景  (二)《宣言》的基本内容  (
三)《宣言》的重要影响  (四)《宣言》的历史局限性专题五：国际条约法辨析 一、海洋法公约与条约
制度的新发展  (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与条约谈判表决制度    (二)海洋法公约与条约保留制度  (三)海洋
法公约与强行法制度  (四)结论 二、国际人权条约的保留  (一)概述  (二)影响国家作出保留的因素  (三)
“和谐一致”规则  (四)与保留有关的其他规则  (五)结论 三、国际人权条约的准司法监督机制  (一)准
司法性国际监督的基本特征  (二)国际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和程序  (三)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制约因
素  (四)对话与合作是实现国际人权宗旨的最终途径专题六：国际刑法的新视野专题七：国际法在环境
领域新发展专题八：国际法的实施与中国附录 一、国际法部分阅读书目 二、国际法科研相关网址 三
、法学学位论文的设计与写作 四、英文法规资料的查找方法与技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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