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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武大国际法评论》（第九卷）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
自《武大国际法评论》被收录为2008-2009年CSSCI来源集刊以来，本刊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人的
关注，读者的喜爱、同仁的关注、学界的重视是激励我们刊物不断前进的动力。
我们将继续秉承兼容并包、博采众长、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国际法学
界的学术争鸣、提升我国国际法学科的研究水平贡献一份力量。
　　本卷内容颇丰，不仅设有传统的“专论”、“武大国际法学人”、“综述”三个栏目，同时为了
反映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还结合黄进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
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精选
了课题研究成果中的四篇论文编辑了“中国区际法律问题的回顾与展望专题”。
此外，对于广大读者非常感兴趣的涉外司法实践领域，本刊收录了两位从事司法审判一线工作的法官
的论文，组成“涉外司法实践专题”，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中国高校支持设立的第一个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国际人道法研究
中心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刊特载了在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四方代表的讲话，以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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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内容颇丰，不仅设有传统的“专论”、“武大国际法学人”、“综述”三个栏目，同时为了
反映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还结合黄进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
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精选
了课题研究成果中的四篇论文编辑了“中国区际法律问题的回顾与展望专题”。
此外，对于广大读者非常感兴趣的涉外司法实践领域，本刊收录了两位从事司法审判一线工作的法官
的论文，组成“涉外司法实践专题”，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中国高校支持设立的第一个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国际人道法研究
中心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刊特载了在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四方代表的讲话，以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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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0年初，他写成了《国际法当今的动向》一文，从总体上概括地向国内介绍了国际法最近的发
展情况。
②他认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变化和主要特征（新独立国家的兴起、国际组织的扩增、国际经
济秩序的变动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既在内容上又在范围上为国际法律体系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
的变化。
这种变化导致了国际法新分支的形成，如国际组织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发展法、海洋法新制度、外
层空间法和国际环境法等。
一些传统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被修改或废除了，而另外一些则或被重新确认，或者重新予以强调。
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的旧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被摒弃了，而代之以民族自决和各民族国家
主权平等的原则。
随着当代国际法律体系的内容和范围的变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和制度愈为迫切，科学技
术的影响愈为引人注目。
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全球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断地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基于这种分析，王先生得出结论，“目前，国际法是处于动的状态，是从旧的传统的国际法向确立新
的现代国际法的过渡中”。
　　随后，王先生又在《第三世界与国际法》一文中，具体地探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对国际法的
影响。
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导致了国际法主体的增加，相应地使所有非欧洲国家登上了国际法的舞台。
这些新独立国家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国际法的主要内容。
而且，由于它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大多数，它们在国际立法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对国际法的逐步
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它们的突出作用尤其表现在对许多联合国决议的倡导和支持上，这些决议对国际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意
义。
此外，王先生还提到第三世界对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多方面贡献，包括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和政府的
承认、国家责任、领土范围、不平等条约的废弃和武装冲突法、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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