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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第三版是在原著主编梁西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曾令良负责召集，各修订人员负责
相关章节内容的修订。
在保持原版和第二版的体系结构(编章安排)、风格特色、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第三版修订
，主要是根据最近十年来国际法和国际法研究的新发展，着重于：(1)对全书的内容、论点、论证和资
料，进行了进一步检查、核实、更新和补充；(2)吸纳了近十年来在一些国际法部门(如国际法律责任
、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等等)中新产生的国际法原则、规
则、规章和制度；(3)适当吸收了近十年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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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关于国家财产的继承　　按照1983年《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的继承的维
也纳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继承而言，国家财产是指国家继承发生时，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为该国所
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国家财产继承是指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法律关系。
国家财产继承的效果是：被继承国对该财产所享有的权利的消灭和继承国对该财产权利的产生。
国家财产继承只涉及继承国与被继承国之间的国家财产转属问题，而对第三国在被继承国领土内所拥
有的财产不发生影响。
　　国家对国家财产继承的一个标准是：被转属的国家财产与领土之间有关联。
从这个标准引申出两项原则：一是国家财产一般随领土的转移而由被继承国转属继承国；二是关于国
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实际生存原则。
但是在适用这两项原则时，应对不同性质的财产予以不同的处理。
国家财产分为不动产和动产。
凡位于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对于动产，由于它的流动性，被继承的动产可能位于所涉领土之外，而第三国的动产也可能位于所涉
领土之内，因此继承国不能因为动产位于所涉领土内就自动接受这些财产；反之，被继承国也不能因
为动产位于所涉领土之外就自动保有这些财产。
被继承国保有或继承国接受这类财产，必须根据所涉领土实际生存原则，并照顾到公正原则。
这就是说，关于国家动产的继承，不是单纯以该动产的地理位置为依据，而是以该动产是否与所涉领
土活动有关为根据，与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这就是所谓所涉领土实际生存原则。
　　在将上述标准和原则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财产继承时，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　　1.一
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另一国的财产继承。
应按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如无协议，则位于所涉领土内被继承国的不动产，以及与所涉领土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均应转属继
承国。
　　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成为一个新国家的财产继承。
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3.一国领土的一部分或几部分分离而组成一个新国家，或一国解体而分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新国
家的财产继承。
其继承的规则是，除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不动产应转
属继承国，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动产，也应转属继承国，而与所涉领土活动
无关的国家动产，则按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
　　在被继承国解体而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位于该国领土以外的国家不动产，无法按与所涉领土有关
联的标准来解决其转属问题，只能将其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但该继承国应对其他继承国给予公平补
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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