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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是整个《公约》制度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也是探讨
其他方面的一个重要基础。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由孙世彦所著，《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
》采用实证研究和学理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对《公约》缔约国的义务进
行了全面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加深中国学者对《公约》的理
解，从而为研究《公约》的具体内容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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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世彦196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公法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
为国际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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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导　论
　一　研究的目的
　二　研究的内容
　三　研究的方法和资料
第一章　《公约》概述
　一　《公约》的形成过程和缔约情况
　　（一）从《联合国宪章》到《世界人权宣言》
　　（二）《公约》的起草
　　（三）《公约》及其两项任择议定书的通过、生效和缔约情况
　二　《公约》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公约》权利的分类与等级
　　（二）《公约》权利的主体
　　（三）《公约》义务的主体
　三　《公约》的国际监督机制
　　（一）国际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人权事务委员会概况
　　（三）缔约国报告机制
　　（四）一般性意见
　　（五）个人来文机制
第二章　缔约国义务的形式
　一　国内法中的人权保障及其对《公约》的影响
　　（一）人权的不同形态及其对应义务
　　（二）人权的“横向效力”
　　（三）对《公约》的影响
　二　尊重义务
　　（一）尊重义务的含义及其履行
　　（二）尊重义务与国家行为
　三　保护义务
　　（一）保护义务的含义及其履行
　　（二）保护义务与《公约》所承认的权利
　　（三）保护义务的重要性
　　（四）保护义务的其他问题
　四　促进和实现义务
　　（一）促进和实现义务的含义及其履行
　　（二）促进和实现义务与《公约》所承认的权利
　　（三）促进和实现义务的重要性
　五　救济义务
　　（一）救济义务的含义
　　（二）救济的形式
　　（三）救济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关系
　六　义务形式的总结
第三章　缔约国义务的性质
　一　“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
　　（一）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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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约》之下的积极义务
　　（三）尊重义务的积极性质
　二　“立即履行的义务”与“逐渐履行的义务”
　　（一）各种观点
　　（二）第2条第2款与即时义务
　　（三）报告制度与即时义务
　　（四）《公约》义务的渐进性
　三　“普遍的义务”与“相对的义务”
　　（一）《公约》义务在文化上的普遍性
　　（二）《公约》义务在经济上的普遍性
　　（三）《公约》义务对多样性的包容
　四　“行为的义务”与“结果的义务”
　五　义务性质的总结
第四章　缔约国义务的属事、属时和属人范围
　一　缔约国义务的属事范围
　　（一）《公约》承认的权利
　　（二）《公约》未明文承认的权利
　　（三）《公约》的动态性
　二　缔约国义务的属时范围
　　（一）《公约》的生效
　　（二）《公约》效力的持续性——继承和退出
　　（三）《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追溯力
　三　缔约国义务的属人范围
　　（一）“一切个人”
　　（二）本国公民与外国人
　　（三）特定类型的人
第五章　缔约国义务的属地范围
　一　“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解释
　　（一）两种可能的解释
　　（二）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进行的解释
　　（三）《公约》与《任择议定书》的关系
　二　缔约国“在其领土内”的义务
　　（一）委员会的解释
　　（二）管辖的含义
　三　缔约国“在其领土外”的义务——不同观点
　　（一）对《公约》域外适用效力的普遍认同
　　（二）对《公约》域外适用效力的少数反对
　四　缔约国针对在其领土外的本国国民的义务
　　（一）委员会的解释
　　（二）义务的范围
　五　《公约》的域外适用——委员会和缔约国的立场
　　（一）委员会的立场
　　（二）少数缔约国的一贯反对
　　（三）少数缔约国的原则反对
　　（四）若干缔约国的接受
　六　《公约》域外适用涉及的问题
　　（一）《公约》域外适用中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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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义务的范围
　七　《公约》义务属地适用范围的其他问题
　　（一）《公约》在联邦制国家中的效力
　　（二）《公约》对附属领土的效力
　　（三）非缔约国在《公约》之下的义务
　　（四）域内适用的域外后果问题
　八　义务属地范围的总结
第六章　缔约国义务的国内履行
　一　缔约国义务国内履行的重要性
　　（一）人权作为国内和国际事项
　　（二）《公约》的国内实施和国际监督
　二　《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二）《公约》的规定与要求
　三　《公约》缔约国实践的总体情况
　　（一）学者的总结
　　（二）纳入《公约》的缔约国
　　（三）没有纳入《公约》的缔约国
　　（四）无法得出结论的缔约国
　四　纳入《公约》——实践和问题
　　（一）纳入《公约》的具体方式
　　（二）《公约》在国内司法中的适用
　　（三）纳入《公约》与国内立法
　五　不纳入《公约》——实践和问题
　　（一）不纳入《公约》的原因
　　（二）不纳入《公约》与国内立法
　　（三）《公约》在国内司法中的使用
　六　义务国内履行的总结
　　（一）“纳入还是不纳入，这是一个问题”
　　（二）“纳入还是不纳入，这不是一个问题”
附　录
　一　《公约》作准中文本
　二　第31号一般性意见
主要参考文献
个人来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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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委员会在其监督《公约》实施情况的实践中，也从未接受缔约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可用资源可以
成为其拒绝承担或减免履行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的理由。
在对诸如蒙古、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的报告的审议中，委员会承认这些国家之内存在的经济问题构
成了妨碍《公约》适用的因素和困难、阻碍了《公约》的充分适用，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这些情况能够
影响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
在对个人来文的审议中，委员会也拒绝缔约国的经济状况困难或物质条件有限可以作为其不尊重甚至
侵犯《公约》权利的理由。
例如，在卢布托诉赞比亚案中，缔约国承认对提交人的案件的审理时间过长，但请委员会考虑它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以及在司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该国困难的经济状况。
对于缔约国的困难经济状况，委员会表示承认，“但希望强调，《公约》规定的权利构成了所有缔约
国都同意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并认定赞比亚违反了《公约》第14条第3款（丙）项。
在穆孔诉喀麦隆案中，对于提交人所遭受的恶劣的拘禁条件，委员会指出，无论某一缔约国的发展程
度如何，都必须遵守有关拘禁条件的某些最低标准，即使经济或预算考虑可能使得遵守这些义务很困
难。
在兰特索娃诉俄罗斯案中，提交人的儿子在条件恶劣的拘押中心因病身亡，缔约国承认本国拘押中心
的条件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由于财政困难在近期内不可能很快解决。
委员会对于这种所谓客观条件的困难完全未予考虑，而是认定俄罗斯违反了《公约》第6条第1款和
第10条第1款。
实际上，早在1982年发布的有关被拘禁者权利的第9号一般性意见中（第3段），委员会就明确指出：
“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给予人道待遇及尊重其尊严，是普遍适用的基本标准，不得完全视物质资源
多少而定。
”罗莎林·希金斯曾根据她担任委员10年的经验指出，“委员会的观点一直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不是一个有关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诚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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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由孙世彦所著，本书旨在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法学界有关《
公约》的研究作出贡献。
一方面，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详细探讨了义务的形式、义务的性质、
义务的范围和义务的国内履行等方面，期望这些探讨能帮助中国法学界加深对《公约》为缔约国规定
的义务以及对整个《公约》的了解。
另一方面，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公约》作为一个动态制度的考察，力图通过有关《公约》的国
际实践来说明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的各个方面。
另外，本书还大量参考了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研究《公约》的成果，这也有助于中国法学界了解世界
范围内研究《公约》的情况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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