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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是由我主持并由我本人及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部分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国际法的发展趋向及我国应有的理论与对策”的最终
成果。
　　自立项以来，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和主要研究人员先后就本项目涉及的内容在国（
海）内外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或提交论文30余次篇），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应邀参加省部级以上立
法研讨会或提交咨询报告近10次（份），出版相关专著2部。
本书所反映的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项目获得批准之后，2001年11月中国完成了长达14年之久的“复关”和“入世”谈判，终于如愿以
偿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与此同时，WTO正式拉开了自成立以来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发展
议程；2003年美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对伊战争。
新世纪初的这三大国际事件，无论是从国际法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均具有重大和深
远的影响和意义。
为此，本项目对部分内容作出适当调整，将研究重点和难点集中于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多哈回合
和中国加入WTO所涉及的诸多国际法前沿问题和中国应有的对策问题。
出于同样的缘故，作为最终成果，本书的名称定为：《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
　　全书分为四编，共二十四章。
　　第一编为“新世纪之初国际法发展趋势：宏论”。
共分两章。
第一章从国际公法的宏观角度，通过对现代国际法与国际秩序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审视，对21世纪国际
法与国际秩序的应有建构作出了前瞻性的展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如下重要观点：建立21
世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是必须切实增强国际法的规范作用，确立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首
要地位；二是必须使人类共同利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处于优先地位。
第二章从国际经济法的宏观角度，在回顾20世纪国际商法主要成就的基础上，着重对21世纪国际商法
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认为国际商法的“全球化”和“非国内法”特征将日益显著，国际商
法的立法方法将以实证的方法为主、推理的方法为辅，国际商法的软法作用将更加突出，国际商法的
协调性和均衡性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商法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国际商事诉讼制度可能获得突破性发
展。
　　第二编题为“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法：困惑与挑战”。
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尽管战场上的战斗早已结束，但是伊拉克局势一直极为不稳，武装袭击、自
杀式爆炸、劫持人质甚至人质斩首等恐怖事件频频发生；围绕这场战争合法性问题的国际大讨论也一
直没有停止，其激烈程度似乎不亚于战争本身。
本篇对这场讨论中出现的“集体自卫继续论”或“系列决议授权论”、“提早自卫论”或“预防自卫
论”和“先发制人论”等合法论的背景、依据和观点逐一进行了审视和论驳；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
从集体安全体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角度，论证了这场战争在现行国际法上的非法性；剖析了“
合法程度论”、“虽非法但合理论”和“变通有益论”等折中主义的蒙蔽性和危害性的实质。
本篇的基本观点是，伊拉克战争给国际法带来的种种困惑自始至终伴随着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并且
通过这场战争暴露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和更加紧迫。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的含义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这场战争使国际法的价值和效用经受了一
次严峻的考验和重大挫折；另一方面，国际法的基本价值、生命力和进步性不应因这场战争而受到怀
疑。
当务之急是，认真反思和吸取这场战争的教训，坚持多边主义，摒弃单边主义，增强和完善集体安全
体制的时代适应性、实际可操作性、决策与执行机构的代表性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
　　第三编的主题是“多哈发展议程与国际法：泥潭与出路”。
本篇首先探讨了WTO法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地位：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基础、法律属性、效力依据等
方面的比较研究，从整体上论证WTO法与一般国际法之间存在的共性；另一方面，通过对WTO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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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具体考究，揭示它在法律的制定和效力依据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且对国际组织法、条约法
、国际责任法、国际争端解决法等国际法的部门带来了新的变化或提出了新的挑战。
然后，专题分析了WTO多哈回合因坎昆会议的失败而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又因WTO成员，特别是发
达国家成员，“移情”区域贸易协定和其他变数而前程未卜。
为此，作者认为，要使多哈回合走出沼泽，必须认真吸取坎昆会议的教训，本着“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理念和“求同存异”的原则，坚持多边主义为主、区域主义为辅的全球自由化道路，坚决摈弃
单边主义，始终围绕多哈回合的主旨——发展问题继续多边谈判和寻求协商一致。
最终检验多哈发展议程是否成功，不在于多哈回合在时间上是否如期结束，在数量上缔结了多少协定
，在与贸易有关的领域是否实现了拓宽。
关键是依次要看多哈回合的主题——发展问题解决的程度；新达成的多边贸易协定是否有利于推动全
球贸易自由化的纵横发展；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体制保障，WTO的运作是否将变得更加民主、透明
和高效率。
接着，本篇逐次专门阐述了多哈回合对国际发展法这一新兴部门法未来发展的意义，剖析了TRIMs协
议、TRIPS协议和DSU谈判在多哈回合中遇到的问题，并就WTO框架下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权益
这些富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而且，为解决上述WTO及多哈回合面临的问题，作者分别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建议，并相应地就中国如
何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第四编的标题是“国际法的发展与中国：影响与对策”，旨在集中探讨关系到中国切身权益的国际法
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首先，本篇分析了祖国统一大业中涉及到的一些国际法问题，即香港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几个问题、
澳门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和国际法与台湾的承认问题。
然后，专门阐述了国际法的责任制度的最近发展趋势，并就中国如何适应这种趋势提出了若干建议。
接着，重点选择WTO的例外条款、保障措施、《政府采购协议》、区域协定和争端解决中的法律服务
问题进行专题论述，有针对地揭示这些领域对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层面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的措
施。
最后，着眼于2l世纪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和中国在WTO的地位与作用，专门就我国法学教育的改
革提出了建设性的论证意见，特别提出了创建WTO法商硕士学位的设想和呼吁WTO法律人才的制度
创新。
　　参与本项目研究并为本著作撰稿的研究人员分别是（以篇章先后为序）：　　曾令良教授（武汉
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序言、第一、三、六、七、九、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三、　
　黄志雄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第一、八章　　左海聪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第二章　　尹生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第四章　　徐军华助理研究员（湖北省社科院政
法研究所）：第五章　　钱薇硕士（武汉大学法学院）：第九章　　冯洁菡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
究所）：第十章　　余敏友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第十一章　　陈喜峰博士研究生（武汉
大学法学院）：第十一章　　兰花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法学院）：第十二章　　李雪平博士（武汉
大学WTO学院）：第十三章　　饶戈平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第十四、十五章　　范宏云
博士（深圳市委党校）：第十六　　李寿平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第十七章　　陈卫东博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第十八章　　姚艳霞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第十九章　　
由于本著作研究的内容属于2l世纪初中国与国际法发展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广度深，很多问题
争议颇多、尚无定论，甚至处于探讨的初级阶段，书中必定不乏有待商榷的观点甚至错误；又由于本
书的撰稿人手笔各异， 尽管主编作了一定的统筹工作，全书的风格难免欠缺协调性，恳请理论界和实
　　务界的同仁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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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令良，男，１９５６年３月生，湖北省麻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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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律咨询委
员会委员、武汉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１９９２，独著）、《欧洲联盟与现代国际法》（１
９９４，独著）、《世界贸易组织法》（１９９６，独著）《国际公法学》（２００３，主编）《２
１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２００５，主编）。
主要译著有（英）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２００３，合译）。
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和宣读中、英文论文８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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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一编 新世纪之初国际法发展趋势：宏论第一章论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应有建构一、国际
法与国际秩序：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二、国际法与国际秩序：2l世纪的新建构三、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
秩序的主旨：人类共同利益至上第二章21世纪国际商法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一、20世纪国际商法
的发展二、国际商法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三、中国在理论与实务上的对策第二编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法
：困惑与挑战第三章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与国际法的困惑一、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若干代
表性论点的审视二、现行国际法的困惑与价值：一个硬币的两面三、结束语：国际法的与时俱进因伊
拉克战争变得更加紧迫第四章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法的挑战和对策一、伊拉克战争中的国际法：效力与
挑战二、伊拉克战争挑战国际法：原因反思三、伊拉克战争挑战国际法：若干应对之策第五章伊拉克
战争与国际法的挑战和发展一、伊拉克战争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二、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国际法思考三
、从伊拉克战争展望国际法之发展第三编 WT0多哈发展议程与国际法：泥潭与出路第六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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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体考究第七章 多哈发展议程的困境与出路一、坎昆部长会议：多哈回合严重受挫的象征
二、坎昆会议之后：忧虑之中的希望之光三、多哈回合的出路：主旨、信念和原则四、结束语第八章 
多哈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法的新趋向一、引言：发展问题的提出和国际发展法的兴起二、多边贸易体
制内的发展问题：关贸总协定时期的纷争三、WTO成立以来的新发展四、“多哈发展议程”评析五、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发展法的建构与完善第九章 多哈发展议程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一、背景介绍二、谈判内容及分析三、谈判的评价、建议和展望四、中国与TRIMs协议的谈判五、结
语第十章全球公共健康危机与《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多哈宣言》一、药品的可及性问题二、与公共
健康危机相关的知识产权国际争端三、《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四、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
合理定位第十一章 多哈发展议程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一、多哈回合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谈判
历史二、提高协商程序效能三、改革WTO裁判机构四、增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五、改
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程序六、完善WTO的法律救济七、谈判的总体分析和我国的因应策略第
十二章WTO与环境贸易措施的法律协调一、环境贸易措施的界定二、GATT／WTO体制内贸易与环境
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三、GATT／WTO体制内贸易与环境争端的解决实践：GATT时期四、GATT
／WTO体制内贸易与环境争端的解决实践：WTO时期五、多哈回合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新发展与
困境六、中国的贸易与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第十三章WTO与劳工权益保护一、比较分析GATT"劳工标准
”问题与WTO“社会条款”之争二、WTO对保护劳工权益要求的态度三、WTO框架内的“劳动力倾
销”及其法律依据分析四、与劳工权益保护有关的贸易争端及其解决五、结语第四编 国际法的发展与
中国：影响与对策第十四章香港特别行政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几个问题一、香港在国际组织中的地
位二、中国政府处理香港特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的原则立　　　　　　　　　　　　场三、香港回归
前后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地位与方式四、港回归后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情况及展望第十五章澳门特别
行政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第十六章台湾与国际法上的承认一、《蒙得维亚公约》不能成为台湾具有所
谓“国家属性”的法律依据二、承认理论之“宣告说”不能成为台湾具有所谓“国家属性”的理论依
据三、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四、结论第十七章 国际责任制度的新发展与中国的立场
和实践一、20世纪以来国际责任制度的新发展二、国际责任制度的新发展与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交互影
响三、中国政府关于国际责任的立场与实践第十八章WTO保障措施制度与我国保障措施立法的完善一
、引言：WTO保障措施制度的由来二、《保障措施协议》的实质内容三、WTO保障措施制度的法律
特征四、从WTO关于保障措施的争端解决实践看成功援用保障措施的条件五、我国保障措施立法的完
善第十九章WTO《政府采购协议》及其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影响一、WTO体制下的《政府采购协
议》二、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三、中国与W-TO《政府采购协议》第二十章WTO法中
的区域贸易安排与两岸暨港澳自由贸易区一、区域贸易安排的发展趋势二、区域贸易安排在WTO中的
法律地位三、两岸暨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几个法律问题四、几点概括性的认识第二十一章WTO争端
解决中的法律服务与我国的对策一、导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二、案例分析：法律服务
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三、启迪与策略：我国政府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应善用法律
服务第二十二章2l世纪法律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法学教育的应有改革一、2l世纪法律服务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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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二、2l世纪中国法学人才培养的应有改革三、结语：21世纪中国法学人才培养应全面适应经
济全球化第二十三章再次呼唤WTO法律人才培养的制度创新一、引言：一个急需老调重弹的问题二
、WTO法律人才及培养阶段的定位三、WTO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制度创新：设立WTO法商硕士学位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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