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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法精要英文版《国际公法》的中文版。
其英文版最初出版于1985年，后来又于1990年和2002年分别修订，再版。
这部中文版的出版，旨在向中国的律师和学习法律的人士介绍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理、机构和研究方
法。
我们非常高兴有此机会与中国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同时，我们也十分感谢本书的译者黎作恒律师，是
他使这个机会最终变成了现实。
    这是一本简明的读物。
在综合各种资料，对书中内容作简洁表述的努力当中，我们冒着扭曲，或过于简单化地处理手头资料
的巨大风险。
为了尽量降低这种风险，我们提供了英文案例、辅助资料的来源和其他资料的出处。
对于书中的观点，读者可以通过查阅注释中的参考书目得以更为详细的了解，以分辨各家观点的异同
。
此外，在最后一章，我们就研究国际法的方法提供了详尽的英文资料，特别是那些可以从因特网上找
到的资料源。
    本书内容的取舍终究取决于作者自身的判断和偏好，同时也受到篇幅的局限。
在决定内容和范围时，我们考虑的重点之一，便是选择那些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因素起到重要
作用的部分。
然而，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还有很多可以展开的余地，另外还有大量的资料
完全没有被收录进来。
在这部中文版中，我们决定保留关于美国对外关系法的第七章，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中国同行很可
能会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从中了解国际法在美国是如何得以适用的，以及与国际法相关的权力又是
如何在美国政府的三个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读者进一步学习国际法。
纵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国际法应当成为全世界所有律师对其基本制度和概念都有所通晓的一门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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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伯根索尔，国际法院美国籍法官。
曾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等大学法学院教授，美洲国家人权法院的法官、院长，以及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等职。
他在国际法领域有许多著作，是当今著名的国际法权威之一，曾获美国国际法学会的最高荣誉称号，
并被多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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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一中文版序二第一章 国际法的适用与意义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定义上的困难    第一目 传统
定义    第二目 国际法中的国家     第三目 现代定义     第四目 现代主体   第三节 国际与国内适用    第五目 
适用上的区别    第六目 国际适用    第七目 国内适用    第八目 举例说明    第九目 国际法至上  第四节 国
际法的意义与职能    第十目 国际法的运用    第十一目 作为法的国际法    第十二目 适用与执行    第十三
目 执行与遵守  第五节 历史概述    第十四目 近代体系的起源    第十五目 早期的主要学者及其理论    第
十六目 历史上的里程碑第二章 国际法的渊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主要渊源    第一目 《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目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的含义    第三目 习惯国际法    第四目 协定
国际法    第五目 一般法律原则    第六目 当代国际法的特征  第三节 次要渊源或证据    第七目 国际法的
证据    第八目 造法过程    第九目 何处查明证据第三章 国家和国际组织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国家    第一
目 承认的一般性原则    第二目 对国家的承认    第三目 苏联的解体    第四目 对政府的承认    第五目 美国
的承认实践  第三节 国际组织概述    第六目 国际组织的性质    第七目 运作当中的法律问题    第八目 历
史背景  第四节 联合国    第九目 《联合国宪章》    第十目 性质与职能    第十一目 国际宪法优先说    第
十二目 联合国的机关    第十三目 表决程序    第十四目 联合国决议的约束力    第十五目 立法与立法活动
 第五节 联合国专门机构    第十六目 定义    第十七目 具有专门机构地位的组织    第十八目 成员国    第十
九目 立法活动  第六节 区域性组织    第二十目 概述    第二十一目 基本特征    第二十二目 主要区域性组
织    第二十三目 成员资格要求    第二十四目 组织结构    第二十五目 职能与成就  第七节 超国家组织    
第二十六目 超国家性的含义    第二十七目 超国家性与欧洲联盟    第二十八目 欧洲联盟的职权    第二十
九目 欧洲共同体的组织结构    第三十目 欧洲共同体的立法    第三十一目 欧洲共同体法与国内法  第八
节 非国家角色    第三十二目 非政府组织第四章 国际争端解决第五章 国际条约法第六章 个人权利第七
章 美国对外关系法第八章 管辖权第九章 管辖豁免第十章 海洋法第十一章 国际环境法第十二章 使用武
力与军备控制第十三章 国际法律研究题目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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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十目 欧洲共同体的立法　总的来说，在诸如有关内部市场形成、保护环境或消费者的事务方
面，共同体立法是由理事会和议会依照一个共同决定的程序联合通过的。
自《阿姆斯特丹条约》于1999年生效以来，这一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像非歧视、自由迁徙和
居住以及反对社会排外等方面。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理事会在咨询议会之后便可立法。
委员会向理事会和议会提出立法建议，执行和实施共同体的政策，执行共同体的法律（与法院一道）
，充当欧洲共同体的代言人，以及就主要与贸易和合作有关的国际协定进行谈判。
　　第三十一目 欧洲共同体法与国内法共同体条约的一些规定和共同体种种法律措施，在成员国中都
是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其效力优先于国内法。
就此而言，共同体法在成员国中的地位与美国的联邦法相近。
　　但是，欧洲联盟各机构所通过的法律，因其种类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确切法律效力。
“规章”可以在所有欧洲联盟成员国中直接适用，并具有约束力，无需依靠任何国内实施性立法。
“指令”就其限期实现的目标而言，对成员国有约束力，但是由国内当局选择实现的方式和手段。
指令必须由国内立法来实施，但只须依照成员国各自的国内程序进行。
“决定”对于它们所涉及的对象具有约束力。
对象可以是国家、公司或者个人（因此，决定无需国内实施性立法）。
“建议”和“意见”则没有法律约束力。
　　欧洲共同体法院反复确认：共同体法的地位高于国内法，可以在国内法律层面直接适用。
这个结论源于两个理论：组织理论和政治理论。
组织理论认为，成员国在某些特定领域向欧洲共同体转让了主权，因此成员国放弃了有悖于共同体规
范而作为的权力；而政治理论则认为，成员国同意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限制了它们各自的主权，因此
当它们的单方作为违背共同体规范时，该作为便无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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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因该书为“精要”，其篇幅显然有限，在内容的选择和写作上具有较大难度，但作者的处理十分
恰当，不仅较全面地论述了国际公法的传统内容，如国际法渊源、国家和国际组织、条约法、海洋法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章节，而且精辟地介绍了当今国际关系中所广泛关切和重视的关于个人权利各
个方面的国际法规、国际环境法等内容，使有限的篇幅与详实的内容得以很好地结合。
　　——史久镛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院长　　　　这部中文版的出版，旨在向中国的律师和学习法
律的人士介绍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理、机构和研究方法。
这是一本简明的读物⋯⋯对于书中的观点，读者可以通过查阅注释中的参考书目得以更为详细地了解
，以分辨各家观点的异同。
　　——托马斯·伯根索尔 肖恩·D.圣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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