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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毋庸讳言，国际法实施机制一直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
因为研究国际法的强制执行问题，会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是国际法法理学的欠缺，特别是缺少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基本理论框架。
其次是概念上的困惑。
“强制执行”一词应用于国际法本身就会引发许多争议，而与国际法强制执行的相关概念，如实施、
执行与适用、自助与制裁、报复与反措施、单独或集体强制执行与司法强制执行等，在使用上的混淆
不清、界限不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再次是逻辑体系的冲突。
不同的分类标准会导致国际法强制执行措施不同的分类结果，无论依据哪一分类标准都无法涵盖所有
的强制执行措施，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逻辑出发点，以达到兼采两个分类标准的效果。
最后是选题的宏观跨度。
它涉及国际法的各个部门，需要细致地、完整地采集点的信息，并将之科学地、准确地反映到面上，
因此而产生的工作量是巨大的。
　　事实上，研究国际法的强制执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它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国际法强制性的认识，强化国际法是法的理念。
另一方面，它能弥补国际法实施机制理论研究的不足，从而有助于推动国际法治进程。
　　本书以对国际法的强制性进行实证研究为起点，在对国际法强制执行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从
单独强制执行（自助）、集体强制执行（制裁）、司法强制执行三个层面阐释了国际法上的强制执行
措施，最后结合国际法的未来走向论证了强制执行在国际法中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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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能否被强制执行？
如果能，是怎样被强制执行的？
这是本书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
强制执行作为国际法强制性的外在表现，其存在不仅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有具体法律制度加
以证实的。
现代国际法通过单独、集体和司法三类措施得以强制执行。
单独强制执行即为国家自助；集体强制执行是多个国家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国际组织的制裁；司法强
制执行体现在国际司法机关适用国际法的活动中。
未来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将继续实行单独与集体、分散与集中、行政与司法的双轨制。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国际法强制执行的法理基础。
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是由国家或国际组织依据国际法，针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的、迫使违法者承担
国际法律责任的强制性手段。
这些强制性手段包括武力或非武力、单独或集体、分散或集中、国际或国内等类别的措施。
国际法的自愿遵守固然重要，但强制执行仍必不可少。
国家强制执行国际法的意愿、相互原则的制约力量、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以及强行法的产生和发展使国
际法的强制执行成为可能。
以国内法理学上法的执行的广义概念为基础，并考虑国际法强制执行主体的数量、性质等因素，可以
单独、集体和司法强制执行为三根支柱建立现代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措施体系。
    第二章为国际法的单独强制执行(自助)。
即由受害国单独采取的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出反应的强制性措施。
反报、反措施(非武力报复)以及自卫属单独强制执行的范畴。
反报是合法行为，后两者从先前国际不法行为中获得合法性。
为防止反措施和自卫被滥用，现代国际法对之设定了若干合法条件。
不过，这些条件算不上完备，也不乏争议。
特别是，自卫的法律制度遭遇到国际关系实践的严峻挑战。
    第三章为国际法的集体强制执行(制裁)。
即由国际社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采取的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出反应的强制性措施。
集体自助(集体反措施、集体自卫)、国际组织的制裁(普遍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制裁，一般国际法和
国际组织法上的制裁)属集体强制执行的范畴。
前者依然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后者以国际组织为依托，是集中的、组织化的。
联合国制裁是国际法集体的、集中的强制执行的典范。
区域执行行动虽然会削弱制裁的全球统一性，但对联合国制裁具有协助功能。
国际组织依据其内部关系法对其成员采取的资格制裁，在维持组织秩序的同时，也具有强制执行国际
法的功能。
    第四章为国际法的司法强制执行。
将司法措施作为国际法强制执行的一个独立类别，主要是由于国际司法机关及其措施的特殊性。
国际司法机制因冷战后国际司法机关的扩散呈现明显的分散化趋势。
其自愿特征渐趋淡化，因为较多的专业性或区域性国际法庭建立起强制性机制。
司法强制执行主要体现在国际争端解决和国际刑事制裁领域，集中于案件的强制管辖和判决的强制执
行方面。
WTO机制的强制执法性质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的刑罚手段等，是国际司法机制强制化动向的最好证明。
    第五章为强制执行在未来国际法中的发展趋势。
在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的“新国际法”中，强制执行必然是有限度的，不太可能达到像有些国际
法学者所倡导的“世界法”或“欧盟法”那样的程度，而只能在日益多样化的国际法实施机制(至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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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国际与国内、遵守与执行、自愿与强制、行政与司法、民事与刑事等性质的措施)中，占有不可或缺
的一席之地。
作为国际法实施的最后手段，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措施将日益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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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国际组织的制裁　　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使国际法的实施出现了不仅是集体的、而且是
集中的新机制。
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分散局面。
“国际组织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就还在于从制度上确保了国际法规范的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组
织可以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与个别国家的违法行为做斗争，这与传统国际法的实施措施
相比无疑更加合理。
因为没有国际组织作为裁判，受害国很可能采取报复措施，从而导致‘自己给自己当裁判’的局面。
”　　1.一般国际法上的制裁。
即国际组织以一般国际法为根据而不是依其组织法对违法国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
一般国际法上的制裁具有以下特征：（1）以国际组织根据其决策程序作出的决议为基础，具有集中
化的特征。
（2）由国际组织的部分或全体成员国负责执行。
当国际组织作出有拘束力的决议时，成员国有执行的法律义务；即使是不参与的会员国也要承担不协
助措施针对国的消极义务。
（3）一般都会有两个以上的成员国参与，所以具有集体执行的性质，并涉及多边法律关系。
（4）由于主权的考虑，国家只会在有限的领域赋予国际组织以制裁权。
例如，在联合国体系中，只有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安理会才拥有强制措施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5）与反措施或自卫不同，制裁措施既包括非武力措施，也包括武力措施，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权
力。
（6）国际组织的制裁是具有惩罚性的措施。
“将‘制裁’术语排他地用于惩罚性措施这些特殊的类型，如《联合国宪章》第41条所述的措施，可
能是有用的。
”“制裁的定义或描述中经常包含的是：惩罚的要素和作为制裁动机的违反国际法的因素。
”与反措施不同，“无论是一个国家集团还是一个国际组织经授权而对另一国采取的制裁行动往往具
有一定的惩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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