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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国际法产生以来，许多国际法律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等都将不干涉内政原则（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又称“禁止干涉原则”、“不干涉原则”）载入其中，许多国家和政府的对外政策
文件以及学术著作都对不干涉原则重视有加，国际法院的诸多相关判决都强调了不干涉原则在国家间
关系中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由于国际社会没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权威的“世界政府”，一些国家特别是大国往往基于
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干涉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事例时有发生。
因而，在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内政原则不时被有关国家所违反或侵犯，当然，国家之间有关干涉与反
干涉的斗争也从未停息过。
冷战结束以来，不干涉内政原则遭到了来自各方面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权力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种族、宗教矛盾激化
，由此所导致的内战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以往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
这种情况已严重威胁到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从而增加了国际社会介入和干涉国家内战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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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干涉内政原则研究: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分析》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如果要想维
护国际社会的秩序、和平与安全，那么，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就显得格外重要。
然而，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正如国家主权原则不是绝对的一样，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从一开始就存
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国
家依赖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抵御外部力量的渗透也变得日益困难，同时，国际合作的需求也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强烈过。
因此，必须从国际法律秩序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不干涉原则在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
的地位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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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概念之探析一、对干涉的界定二、何谓“内政”？
三、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第三节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政治、法律与道德属性一、概述二、国际关系理
论视野下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二章 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当代国际法上的地位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不干涉
内政原则在当代国际法上的强化一、联合国框架内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二、区域组织与不干涉内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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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内政原则与国际强行法第三章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范围与限度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不干涉内政原则
的法律边界一、国家的实践二、《联合国宪章》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范围三、国内管辖事项的范围在
国际法上的发展趋势第三节 “国际关切事项”与国际关系中的“例外干涉论”一、国内管辖事项与“
国际关切事项”二、国际关系中的几种“例外干涉论”第四章 不干涉内政原则所面临的挑战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合法化”的权力等级：来自国际组织的多边干涉一、联合国的多边干涉二、区域性组织
的多边干涉第三节 强权逻辑的顶峰：“帝国式”干涉的出现一、“帝国式”干涉的非法性二、“帝国
式”干涉的扩散性三、“帝国式”干涉的“合法化”趋势第四节 国家领土边界的模糊：来自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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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联合国宪章》的解释与不干涉原则的发展第四节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结
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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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尊重与主权相联系的各项权利；（二）反对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相威胁；（三）互不侵犯各方
边界；（四）维护各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五）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六）不干涉他国内政；（
七）承认人权以及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与信仰自由在内的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八）人民平等与自
决的权利；（九）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十）根据善意原则履行国际义务。
通过考察上述十项原则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十项原则其实是对《联合国宪章》第2条所表
述的7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申。
尽管该原则宣言在当时只是一项政治性的宣言，但由于参加国（包括前苏联）大都来自欧美发达国家
，因此该原则宣言具有很高的规范性价值。
尤其是该宣言第6条还对不干涉原则作出了具体的解释：“各与会国将不得无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对属于其他与会国的内部管辖范围内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干涉，包括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干涉，单边
的或集体的干涉。
因此，他们也将被禁止针对其他与会国开展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或者利用这类干涉形式相威胁。
”上述宣言对不干涉内政原则作出了与以往联大相关决议比较一致的规定，如禁止任何形式的干涉，
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单边或集体的干涉，并且还强调了不得进行武装干涉并以之相威胁。
而且，订立这一原则的包括了当时美苏等35个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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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国家无疑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项伟大发明，作为人类的一个基本共同体，它不仅为一
定地域的人类群体提供一定的安全和秩序，同时也给该地域的人们以某种归属感和认同感。
然而，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它的内涵也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今天，主宰我们政治社会生活的不再是人类早期的国家形态，而是发端于近代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
于是，主权成为民族国家在其领土内外树立其合法性权威的一个政治、法律符号，不于涉他国内政原
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国家间开展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秩序和
安全。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权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国家之间
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如何继续通过依赖和遵循不干涉原则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对于大多
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选择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就其所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无论于谁也都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之所以涉足这个主题，凭借的完全是自己多年来持续关注国家主权这个范畴的一股激情。
在本书艰难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分明感觉到了自己学术素养和能力的不足，书中的不当和错误还
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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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干涉内政原则研究: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分析》是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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