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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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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世界，有许多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国际法治进行解决。
国际社会实践表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是一个更和平、更繁荣、更公正的世
界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只有加强和协调法治，维护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才能在全世界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国际社会成员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遵守和实行法治，维护以法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推进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从而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与饥饿以及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由。
　　联合国成立后，一直为推进国际社会的法治而努力工作。
其中，鼓励国际法的教学和传播是“加强国际法治”的重要内容。
早在1947年，联合国大会专门通过“国际法之教学”的176号决议。
决议促请各会员国政府，在各大学和各高等教育机构，推广国际法各方面之教学。
通过教育，使人民认识国际关系之原理及章则。
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技术协助以谋促进国际法之讲授、研习、传播及广泛明了”的1816号决议
。
决议指出，鉴于人类所遭遇之严重问题唯有通过谅解、相互合作与加强国际法及其在国际关系上之适
用，方能恒久解决，决议促请各会员国政府为国际法订立广大训练方案。
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决议，强调在所
有大学的法律学科教学中，国际法应占有适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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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卖论二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是国际法与国内法
关系中较为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各国在实践中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冲突的原因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是国际法与国内法运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国际法
与国内法关系中“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真实写照，是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内在矛盾的客观反映。
1．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是两个法律体系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相互关联的反映和表现如前所述，国际
社会关系和国内社会关系不是隔绝的，而是相通的。
因此，国际管辖的事项和国内管辖的事项不仅有可能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互
相转化的。
由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不仅不是在绝对分离的范围内起作用，还可能在相同和相近的领域共同发挥作用
，这就产生了冲突的可能性。
从国际法来看，传统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传统国际法所规定的内容主要以规
范国家权力为中心，较少考虑个人的权利。
但国际法的新兴领域，如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情况就有所不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三类国际法规范进行了比较，指出在贸易领域的原
则以国家为中心，在人权的领域以国家和个人为中心，在环境的领域以国家、个人和社区为中心。
国际法这种新的变化和发展使得国际法和国内法冲突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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