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法>>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1734

10位ISBN编号：7562031738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政法大学

作者：周忠海 编

页数：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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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

内容概要

构建和谐世界是新世纪的主旋律，也应是国际法的宗旨和目的。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法的范围急剧扩大。
它从被用于调节正式外交，扩大处理最多样的国际活动，从贸易到环境保护，从人权到科技合作、商
业、文化、安全、发展等领域建立了新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机构。
今天很难想象哪一个社会活动领域不必受到某种形式的国际法律规章的制约。
国际法正在从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向着国际合作的国际法转变和发展。
而我国则在这一转变时期适时地提出“和谐世界”这一蕴涵着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新概念。
我们应该跟上形势，认真学习一点国际法知识。
在国与国的层面上，我们应该以国际法手段保护国家利益，构建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代国际法是动态国际法。
我们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一些主要动向，指明一些特征。
。
我们还不能为现代国际法建立一个完整和严格的科学体系。
现代国际法科学体系的建立还有待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学界今后的努力。
此外，国际法的内容非常丰富，范围十分广泛，且越来越广泛。
国际法已成为一门庞大的学科，成为一种能够满足迅速发展变化着的国际社会正常需求的各种法律规
范的艺术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正确制定和贯彻处理国际关系的方针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和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
我国在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国还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和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妥善处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际法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各国越来越重视利用国际法来保护自身均权益。
　　这是国际社会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见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
和谐世界的内涵是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其外延是世界政治民主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各国的和谐相处，通过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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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忠海,男，1945年生，河北省沙河市人。
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专业、军事法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国政法大学国
际法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
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安政治学院军法系兼职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学院兼
职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国际法卷)主编，中国民航总局特聘专家等。
曾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起草委员会工作，参加我国多部法律的起草讨论工作，多次赴国外和我
国港台地区讲学。
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周忠海国际法论文集》、《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国际海洋法》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科技进步与海洋法的发展》、《国际法学述评》等。
曾发表《论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主权与人权》、《WTO规则与国际法》及《
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等100余篇重要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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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法的性质 第一节　国际法的概念国际法，旧称万国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或者说主要
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是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法律，是对国家在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
规则、原则和制度的总称。
国际法是法律的一个特殊部门。
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所以，国际法又称国际关系的准则。
国际法主要是支配国家的关系，但是，国家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国际组织
，以及在某种范围内的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是国际法所给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国际
法主体。
国际常设法院在1927年“荷花号案”的判决中指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
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获得普遍接受为明示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些规
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的目的。
国家的独立是不容限制的。
”这些定义充分说明国际社会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以及国际法首要
地并全部地适用于主权国家以决定其相互权利义务的实际。
依照现代使用这个词语的意义，国际法是从中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起来的。
它成为一部系统的规则，主要归功于荷兰法学家休果?格老秀斯，他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国际
法的基础。
国际法这个名称是英国学者边沁于1789年首先提出的，英文为International Law，有时称为The Law of
Nations（万国法），而实际上应该是国家间的法律。
国际法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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