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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卫华所著的《外交保护法新论(1952-2012)》是一本运用新港学派的政策定向法理学对外交保护法进
行考察的学术著作。
该书把外交保护过程看作全球权威决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谁是外交保护过程的参与者，他们各
自的理念是什么，求偿国进入外交保护的权威场合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他们为保护本国国民所运用的
策略有哪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外交保护权威过程的决策成果，并且面向未来，展望外
交保护法的发展。
全书通过五章进行描述，内容完整，结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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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华，1977年生，河南平舆人。
199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200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国际法专业，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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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全球权威决策过程中外交保护的参与者 在法律的漫长历史中，出现了众多的法学流
派，大部分流派的法理学中都谈到了国际法，并且试图厘清国际法中的各种问题。
但是在传统法理学中，决策的概念迟迟不能得到发展，权威决策（权威和控制的结合）的概念始终模
糊不清，全面的和持续的权威决策过程的概念几乎没有出现。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认为旧的法理学能够提供理论工具和智力任务，推动研究国际法和当代全
球共同体过程（global community process）的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的确，大多数继承下来的国际法思想对理解当前的状况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许多传统思想不仅不
合时宜，而且相互矛盾、含混不清或者缺少完整性。
它们对有效权力的探索在大多数时候止步于民族国家，而忽视了对跨越国界的权威的期望，而权威是
权力的重要基础。
大部分传统理论使用超验的（宗教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词汇来定义权威，或者自我声称是经验主义的
，却把权威定义为含混不清、同义反复的术语，鼓励争论什么是国际法的“义务”或者“拘束力”的
渊源等问题，包括对国际法主体的持续不断的争论。
 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休无止的和言辞上的，如果我们抛开这种学院式争论，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看看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共同体，这是一个民族国家、更小的领
域共同体、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党、压力集团、部落、家族和各种各样的私人团体的竞技场（arena）
，个人以其本身资格或作为团体的代表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
各种不同的参与者在世界共同体中参与价值的形成、分配和分享，形成了一个超越国界的、遍布全球
的权威决策过程，全球权威决策过程的目标是以民主的方式分配价值，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保护个
人的尊严。
 第一节 全球性权威决策过程 当今的世界上，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已经变得如此平常，已
经深深地渗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平时很少注意这种相互作用和依赖范围与重要性。
每天都有汹涌的人流在跨越国界，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现象，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国家交往已经不仅局限于政府间的了，来自各个国家共同体的人们到处旅行，具有不同国籍的人们混
杂在一起，他们在追求着各种价值，比如财富、技能，甚至威望。
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在他们之间造成了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实现和保持较高的经济水准，每个国家都在它们的国界之
外寻找资源、技术、劳动力和市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交保护法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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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