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2042600

10位ISBN编号：7562042608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丽华 编

页数：384

字数：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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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学>>

内容概要

　　《国际法学》是根据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基本要求》的规定，针对大学本科
法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在借鉴、吸收国际法实践和最新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由长期在
高校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师精心编写而成，全书分为十三章。

　　本教材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国际法导论、国际法
主体、国际法律责任、国际法上的个人、国际法上的领土、国际人权法律制度、海洋法律制度、空间
法律制度、外交和领事关系法、国际组织法、条约法、国际争端解决法律机制、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等
内容。

　　本教材吸收了国内外的优秀学术成果，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理论性、实践性和应
用性的有机统一。
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概括性，在应用上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内容上则反映了国际法学的
发展和时代特征。
此外，本教材在体例和结构上简洁、明了。
具有一定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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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际法导论
第一节 国际法的概念
第二节 国际法的渊源
第三节 国际法的编纂
第四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第五节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第六节 国际法的历史
第二章 国际法主体
第一节 国际法主体概述
第二节 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
第三节 国家主权豁免
第四节 国际法上的承认
第五节 国际法上的继承
第三章 国际法律责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责任的构成
第三节 国家责任的免除
第四节 国家责任的形式
第四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
第一节 国籍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
第三节 引渡和庇护制度
第四节 外交保护
第五节 难民
第五章 国际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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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际人权保护公约
第三节 人权国际保护的实施机制
第六章 国际法上的领土
第一节 国家领土与领土主权
第二节 国家领土的构成
第三节 国家领土取得和变更方式
第四节 国家的边界和边境
第五节 南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
第七章 海洋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基线
第三节 内海水
第四节 领海和毗连区
第五节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第六节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和群岛水域
第七节 公海
第八节 国际海底区域
第八章 空间法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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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气空间法
第三节 外层空间法
第九章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
第三节 使馆及其人员
第四节 外交特权与豁免
第十章 国际组织法
第十一章 条约法
第十二章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十三章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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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合并。
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国家通过协议合并成一个新国家。
如1964年坦葛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共和国、1990年10月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合并成统一的
德国。
　　3.分离。
从一个国家领土上分离出一部分或几部分，脱离母国而成立一个或几个新国家。
如1971年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离，宣告成立孟加拉国；20世纪90年代，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
。
　　4.分立。
一个国家因解体而分裂成几个或若干个新国家，原国家不复存在。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一分为三，建立了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61年，阿拉
伯联合共和国分裂为埃及和叙利亚；1992年，南斯拉夫解散；1991年，前苏联解体，其各加盟共和国
分别成立了15个新国家。
　　（二）国家承认的性质　　关于承认对新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有多大的影响，国际法学界一直
存在有争议的两种学说，即构成说和宣告说。
　　持构成说的学者认为，新国家只有经过承认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如果一个新国家产生后未经既
存国家的承认，则即使其完全符合国际法主体的条件，仍不能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承认的作用就在
于使国家成为一个国际人格者。
19世纪以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如《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经过承认才能够算是一
个国际人格者。
因此，承认是具有构成性的。
　　持宣告说的学者认为，承认只是既存国家对新国家存在的事实的确认或宣告而已，并不具有创造
国际人格的作用。
新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承认不能把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变成法律上的存
在。
一个国家如果事实上确已存在的话，没有获得承认也是可以存在的；不论其他国家是否予以正式承认
，这个国家也是有权被别国作为国家看待的。
承认的主要任务是宣告一件不大明确的事情成为事实。
这一学说现在获得了多数学者的支持，并且1933年的《美洲国家间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
和1936年国际法学会在布鲁塞尔年会上的决议也都对其予以支持。
　　其实，新国家诞生后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就必然成为国际法主体，不取决于既存国家的承认。
即使其他国家不承认，新国家仍然享有国际法所规定的国家的基本权利。
从这一点看，宣告说更有道理。
但相比构成说，宣告说没能看到既存国家的承认对新国家基本权利实现的作用。
新国家一旦产生就具有对外交往权，但只有经过既存国家的承认，新国家才有行使国际法权利的可能
，即新国家国际法权利的实现依赖他国的承认。
实践中，新国家产生后往往致力于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积极参加国际关系，实现自己的国际法权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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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
其宗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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