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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平正义乃人类恒久追求的理想目标。
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法治国家的真正建立。
欲达此目的，除了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法制健全之外，人们对法律的普遍尊崇和切实信仰，才是法
治国家建立的社会基础和根本保障。
因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人类交往的行为准则，定分止争的裁判规范，纠纷处理的程序
保障，只有被社会普遍认可和尊崇信仰，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
所以，公平正义的实现、法治国家的建立，除了加强法学研究，构建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之外，法律
人才的培养和法学教育的普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自古以来，法学作为公平正义之学、治国安邦之术，一直被贵族阶层所垄断。
即使到了中世纪，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也始终未曾得以真正普及。
虽然，大学建制化的法学教育始于欧洲大陆11世纪末的波伦亚大学，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
实际产生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法典编纂和学科分化确立之后。
尽管，我国清末也建立了所谓的法律讲堂，但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
应当说，随着“西学东渐”和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引入，20世纪初的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
学教育。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除了20世纪50年代初短暂的存续、引进和改造之外，其实真正兴起于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我国的法治建设业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进步。
历经几代法律学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事业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法学教育机构由原来的几所、十几所，现已发展到600多所。
法学教育的层次由最初的本科教育，现已发展为本科、硕士、博士等层次齐全的法律教育体系。
随着法学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法学教育质量也在持续稳步提高。
改革开放后培养的新一代法律、法学人才，正在逐步成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法学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并逐步被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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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学（第2版）》共分十八章，主要论述了国际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国际法的渊源和效
力，国际条约法，国际法上的国家，国家基本权利与义务，国际组织，个人和法人、人权，国家领土
和极地，海洋及内陆水域，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国际环境保护，外交和领事关系，国际经济，社会
和文化合作，武装冲突与集体安全，国际责任，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等国际法
上的重要问题。
《国际法学（第2版）》内容设置涵盖了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国际法教学基本要求》的全部知识点。
并且体系新颖、内容充实、资料翔实，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国际法学（第2版）》可供国际法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参考，能够满足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国际法
学习和应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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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际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第一节 国际法的特征一、国际法的主体是国际社会成员二、国际法
的对象是国际关系三、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四、国际法是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范第二节 国
际法的历史发展一、古代国际法二、近代国际法三、现代国际法第三节 国际法的学说一、格劳秀斯及
其学派二、自然法学派三、实证法学派四、社会连带法学派五、规范法学派六、批判法学派七、苏联
的国际法理论第二章 国际法的渊源和效力第一节 国际法的渊源一、国际法渊源的概念二、国际条约
三、习惯国际法四、一般法律原则五、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助资料第二节 国际法的编纂及效力根据一、
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二、国际法效力的根据第三节 国际法的体系一、国际法的结构体系二、国际
法的规范体系三、国际法的内容体系第四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一、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
论二、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三、国际法在我国盼适用第三章 国际条约法第一节 条约及条约法
概述一、条约法的渊源二、条约的定义三、条约的名称四、条约的种类五、条约的结构及文字第二节 
条约的缔结及修正与修改一、缔约能力与缔约权二、缔约程序三、条约的加入四、条约的保留五、条
约的修正与修改第三节 条约的遵守、适用及解释一、条约必须遵守二、条约的适用三、条约与第三方
四、条约的解释第四节 条约的效力一、条约的生效二、条约的暂时适用三、条约的无效四、条约的终
止五、条约的暂停施行六、条约终止、暂停施行或无效的法律后果第四章 国际法上的国家第一节 国
家的要素和类型一、国家的要素二、国家的类型第二节 国际法上的承认一、承认的概念、条件、方式
和效果二、国家承认三、政府承认第三节 国际法上的继承一、国际法上继承的概念二、国家继承三、
政府继承四、国际组织继承第五章 国家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一节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互相尊
重主权二、独立权三、领土完整权四、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五、确保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活动不危害国
际社会第二节 互不侵犯一、不侵犯的义务二、自卫权第三节 互不干涉内政一、管辖权二、不干涉内
政的义务第四节 平等互利一、平等权二、国家豁免三、公平互利四、不歧视的义务第五节 和平共处
一、善意履行国际义务、不滥用国际权利二、国际合作共谋和平与发展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第六章 
国际组织第一节 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法的概念一、国际组织的定义与特征二、国际组织的类型三、国
际组织的历史发展四、国际组织法的构成第二节 国际组织外部关系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一、国际组织的
国际法律人格二、国际组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三、国际组织的义务和责任第三节 国际组织内部关
系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二、国际组织的机构及职能三、国际组织的议事规则第四节 
联合国体系一、联合国的建立二、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三、联合国会员国四、联合国的主要机关五、
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第五节 其他国际组织一、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国际组织的分类二、专门性
普遍国际组织三、区域性国际组织四、基于民族或宗教联系的国际组织五、因历史联系而建立的国际
组织六、集团性的国际组织七、国际非政府组织⋯⋯第七章 个人和法人第八章 人权第九章 国家领土
和极地第十章 海洋及内陆水域第十一章 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第十二章 国际环境保护第十三章 外交和
领事关系第十四章 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第十五章 武器冲突与集体安全第十六章 国际责任第十
七章 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第十八章 了国争端和平解决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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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在公海航行的船舶应当具有国籍并与船旗国有真正联系按照国际习惯法，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
必须具有国籍。
《公约》规定，“船舶具有其有权悬挂的旗帜所属国家的国籍”。
船舶是通过其悬挂的旗帜来表明自己的国籍的，船旗所代表的国家称为船旗国（the nag state）。
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在航程中或在任何停泊港内不得更换其旗帜。
悬挂两国或两国以上旗帜航行并视方便而换用旗帜的船舶，对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主张其中的任一国籍
，并可视同无国籍的船舶。
《公约》要求“船舶和国家之间必须有真正联系”。
在实践中，有些国家授予外国人的船舶享有其国籍、悬挂其旗帜的权利，有些船舶为了逃避本国的税
收或其他原因而取得外国国籍，悬挂外国的旗帜。
这种船舶与其旗帜所代表的国家（船旗国）没有真正联系的现象，称为“方便旗”。
在方便旗的情况下，船旗国是难以履行其义务的。
《公约》规定：“每个国家应确定对船舶给予国籍、船舶在其领土内登记及船舶悬挂该国旗帜的权利
的条件”。
中国授予船舶国籍的条件包括：船舶的所有权属于中国国家、集体或个人；船员为中国公民。
这可以保证不出现方便旗现象。
《公约》规定，每个国家应对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履行下列义务：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上
的管辖和控制；保证船上人员遵守关于海上生命安全、防止碰撞、防止海洋污染和维持无线电通讯所
适用的国际规章；保证船舶本身和船上所配备的人员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责成船长在不严重危及其
船舶、船员或乘客的情况下，尽速救助在海上遇到的任何有生命危险的人；调查或配合调查船舶因海
难或航行事故而对另一国国民、船舶或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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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者来自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河南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
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许昌学院、中原工学院、郑州
大学等院校，都是国际法教学、研究及实务工作领域的骨干力量。
本书是各位作者艰辛劳动的结晶，是学术创新的大胆尝试。
本书各章的撰稿人如下：第一章赵建文马志强第二章赵建文马冉第三章张帅梁第四章马瑞丽第五章赵
建文吴晓红第六章马冉赵建文第七章马瑞丽第八章余贺伟第九章吴晓红赵建文第十章张卫华李亮第十
一章林云飞鲍宛生第十二章赵建文李贺杰第十三章夏志红李亮第十四章李亮吴晓红第十五章吴晓红第
十六章赵建文何红乔第十七章李尊然第十八章赵建文毛凯良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恳请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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