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统一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统一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218058894

10位ISBN编号：7218058892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范宏云

页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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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统一研究>>

前言

国家作为社会集中化权威的外在形式，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如城邦制国家、封建王朝国家、现在
的主权国家，都会具有追求统一的天性。
但是，在内因、外因或内因和外因双重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国家有时又避免不了被分裂的命运。
自现代国际法秩序诞生以来，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就被赋予为国家主权的首要要素而受到国际法的
一贯维护。
与此同时，现代国际法也试图对国家的分裂进行规制。
诚然，无论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还是规制国家的分裂，国际法的作用又总是有限的，偶尔甚至显得苍
白无力。
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而本书的作者力图剥离该问题的政治层面，尝试从纯粹
的法学尤其是国际法学的角度进行理性研究。
因此，可以说，本书是一部关于国家统一和两岸关系问题的“纯”法学专著，同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国
内国际法学界关于国家统一与两岸关系这一敏感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
本书的研究方法值得称道。
作者除了理论阐述外，更注重实证分析，尤其是选取一些典型的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案例进行剖析，如
最新的科索沃独立事件。
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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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方法值得称道。
作者除了理论总阐述外，更注重实证分析，尤其是选取一些典型的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案例进行剖析，
如最新的科索沃独立事件。
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本书是一本关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法学理论专著，但研究的落脚点在于为解决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提
供智库。
作者认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发展了国际法的和平、主权及统一理论，是解决两岸统一问
题的成功方案。
但是，“一国两制”毕竟是终局方案，在通过终局方案实现国家统一之前，应当有过渡方案。
该过渡方案要达到的秩序目标是铲除“台独”的基础和空间，使两岸关系正常化，保证中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性不受损害。
作者根据两岸关系的发展预期，提出了两岸统一过渡期这一新的概念，并认为它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未
来必经阶段，并且提出了构建和平发展的两岸统一过渡期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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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国际法上的国家  一、国际法上的国家标准    (一)国际法的国家标准具有不确定性    (二)主
权是国家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承认成为国家标准的新要素  二、几个有争议的关于国家标准的案例    (
一)梵蒂冈    (二)1945年的德国    (三)巴勒斯坦    (四)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    (五)“北塞浦路斯土耳
其共和国”  三、台湾不具备国家资格    (一)台湾及国外国际法学界的争论    (二)台湾不具备国际法上
的国家资格  四、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一)关于国际法主体的理论探讨    (二)国际法上关于交战团
体的承认    (三)台湾是国际法上的非主权的特殊实体    (四)台湾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五)“一
国两制”框架下台湾的国际人格    小结：国家不应放任台湾当局持续拓展其国际人格第二章  国家统一
与国际法  一、中华世界秩序下的国家统一    (一)“中国”内涵的历史演变    (二)中华世界秩序    (三)“
大一统”思想  二、现代国际法秩序下的国家统一    (一)国际法秩序下的国家统气的两层性    (二)国际
法之“一国一府”原则与治权统一  三、两岸统一属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治权统一问题    (
一)两岸统一与国际法秩序    (二)两德统一具有与两岸统一完全不同的国际法内涵    (三)两岸统一与一
个中国原则    (四)一个中国原则的法律内涵    小结：“大一统”思想对两岸统一的影响第三章  国家分
裂与国际法  一、国家分裂的模式  二、国际法的自决    (一)自决从政治理念到国际法上的权利    (二)自
决权的权利主体：民族或人民的定义  三、分离与分离权    (一)分离的界定    (二)国內法与分离权    (三)
国际法禁止分离权  四、分离的实证分析——科索沃独立    (一)科索沃正式宣布独立    (二)新国家诞生
之路    (三)科索沃独立违背国际法    小结：国家实力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关键第四章  与国家统一
与分裂有关的国际法继承理论  一、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的一般理论    (一)国家继承    (二)政府继承  二
、国家同一性是区分同家继承与政府继承的关键  三、1949年以后的中国继承问题属于政府继承范畴  
四、两岸关系的新发展与政府继承理论    小结：两岸在迈向统一的过渡期内共同继承国家权益第五章  
两岸统一事业与国际法  一、两岸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中国依据国际法之先
占原则获取台湾的领土主权    (二)“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与国际法    (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法和模式    (一)国家对台政策的发展    (二)“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与国际法    (三)“一国两制”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模式    小结：“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对国际法的发展  三、构建和平发展的两岸统一过渡期法律框架，阶段性推进两岸统一    (一)两岸
统一过渡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经阶段和独有概念    (二)台湾当局对两岸政治定位的发展变化    (三)两
岸法律定位的理论探讨    (四)海內外关于过渡方案的理论探讨    (五)关于和平发展的两岸统一过渡期法
律框架的设想    小结：两岸统一过渡期法律框架的政策目标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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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台湾不具备国际法上的国家资格1.台湾不拥有单独的主权。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如果不拥有主权，就不可能成为国际法上的国家。
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事实，并经国际法确认而上升为
国际社会遵循的一个重要规范。
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统治过台湾，台湾当局统治台湾达半个多世纪，这一事实足以“证明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中国不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这也是主张“台独”的学者手中掌握的所谓“证据”之一。
其实，上述的论证过程在逻辑上是混乱和矛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迄今从未统治过台湾，并不能作为否定中国对台湾主权的证据。
因为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
在国际法秩序下，国家统一首先表现为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其次表现为治权的统一。
在治权尚未统一的国家里，一个政府不能治理另一政府所控制的领土和人民是正常现象，但不能因此
否定整个国家对后一政府所治理的领土的主权。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性在两岸分离以来没有受到任何减损，台湾一直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
个大的前提和基础。
至于中国主权由两岸哪个政府代为行使，即治权统一问题，是建立在“两岸一中”这个大前提和基础
上的次要层面的问题。
不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迄今未统治过台湾来证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中国不拥有台湾的主
权。
还有学者认为，台湾当局对台湾地区的长期治理，使这种治理权具有一种主权的属性。
这一点在国际法上也是讲不通的。
首先，长期控制并不必然使控制当局对其所控制的地区拥有主权。
“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
”英国对香港统治100多年，澳门被葡萄牙占领400多年，但是英国、葡萄牙对香港、澳门地区的统治
并不能否定中国对港澳的主权，英国和葡萄牙也没有基于长时期的统治而获得对港澳的主权，港澳自
身更不可能主张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因为港澳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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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主题是从国际法学的角度研究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在两岸统一问题。
如果追根溯源，事实上自从我2000年进入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师从曾令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就
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
我的博士论文正是以《台湾问题与国际法》为题；2004年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
站，有幸与夏勇教授合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两岸统一问题。
本书的内容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深化，但基本框架、思路和研究方法改
变不多。
所以本书凝聚了两位导师的心血，在此深表谢意。
从国际法角度研究国家统一及两岸关系，国内涉足者较少，可以称得上冷门和敏感地带。
鉴于此，作者尤其要感谢国台办理论局相关领导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教授，他们给作者
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及时的便利和指引。
刘国深院长作为两岸关系研究领域的权威，对我的提携不遗余力，对我的鼓励不吝言辞，并拨冗写序
，让我深受感动。
还要感谢我所就职的深圳市委党校领导及同仁，他们是常务副校长汪开国教授、杨朝仁副校长、刘申
宁副校长、朱兴有教授、熊哲文博士、孙光永副教授及金玲博士等，正是有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书
稿才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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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统一研究:兼论两岸统一过渡期法律框架》是一部关于国家统一和两岸关系问题
的“纯”法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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