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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译自日本著名国际法学家杉原高嶺先生的《国际司法裁判制度》(有斐阁，1996年)，这是中国政
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辛崇阳教授为翻译而选定的日本国际法优秀学术著作之一。
实际上，日文原著出版10年以来，在日本一直代表着国际法院制度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也是面向本
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这一课题时必不可少的指定用书。
1998年，该书荣获第88届日本学士院奖。
尽管10年间国际法院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但书中所阐明和揭示的国际法院的原理、制度、规则以
及它们在实践中的运作情况，都依然具有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意义。
杉原高嶺先生师从世界著名国际法学家、任期最长的前任国际法院法官小田滋先生。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基本上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国际法院制度的研究之中，通过与导师
的密切联系，及时把握国际法院的每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得他在52岁时从东北大学调任京都大学，成为京都大学法学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
非土著”教授之一。
现在，他还担任着日本世界法学会会长一职。
扎实、雄厚、透彻，可以说是他的学术风格。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他对每一个重要规则或制度的产生渊源、学术争论以及运作实况的深入明晰的
分析，也可以领会到他对各个原理的发展方向的精辟预见。
比如，尽管国际法院规约和规则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他却通过对有关临时保全措施的理论和实践的深
入研究，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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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国际法院的裁判制度。
从国际社会整体的秩序形成角度来看，国际法院的作用很有限，加之其制度上的制约，这一作用就受
到更大的限制。
这种现状必须视为是现代国际社会发展阶段的投影。
然而，同时，法院的活动，如将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的活动期间包括在内的话，已经有75年之久，在
这期间，法院所做出的许多业绩，无疑都是在回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和期待（参见卷末案件目录）。
至今为止，国际法院对国际纠纷的解决（以判决形式）、对国际组织所面临法律问题的解答（以咨询
意见的形式），以及通过这些司法活动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着实的贡献。
    众所周知，国际法院的判决，不是依靠超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执行的。
然而，不管世人如何猜测，法院的判决不依靠强制力却在实际上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毕竟法院判决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
展望相互关系更为密切的21世纪国际社会，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据法和正义而行动的法院的职能，今
后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强化。
本书也正是以这一问题意识为起点，从学术观点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制度。
    在执笔过程中，笔者一方面致力于阐明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的全貌，同时对各个主要论点，不仅通过
对法院规约或规则的相关条文的解说，而且通过深入分析与论点有关的法院判例来进行探讨。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阐明这一具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
而且，对相关的少数意见和各种学说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以期能更明确地把握各种问题的法理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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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杉原高嶺，1941年生于日本静岗县；1966年东北大学法学研究科硕士；1967年东北大学法学部助教
；1975年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教授；1976年东北大学法学博士；1993年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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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国际裁判的历史第1节 古希腊时代的仲裁裁判古希腊时代，在以都市为单位的小独立国家（城
邦）之间，广泛使用仲裁裁判来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
据说，有史料记载的案例，公元前几个世纪就有81件，也有资料说有ll0件左右。
如果加上没有文史记载的判例，实际的判例就一定会更多。
因此，可以说仲裁裁判广为适用。
这些城邦间的仲裁裁判，都直接表现为避免战争的手段。
从古希腊城邦间存在着习惯法和条约这一点来看，仲裁裁判广为适用，也应说是不足为奇。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裁判的实施方法，与现代国际仲裁裁判的方式有不少共通之处。
争端当事国先签订协定，然后决定裁判的事项、裁判官的选任和裁判程序等。
各城邦组成一定的联合体，通常由同一联合体内的其他城邦来选出裁判官。
裁判官的人数并不固定，通常为3～5人（据说，裁判官最多的案件是斯巴达和迈锡尼之间的争端，该
案以抽签方式选出了600名裁判官）。
许多情况下，选任出的裁判官都是先尝试用调停方式解决争端，调停失败后才开始裁判。
有时也利用近邻城邦间组成的元老审议会来从事相关国家之间的裁判。
不过，这类组织所进行的裁判大多限于宗教问题。
成为仲裁裁判对象的主要争端包括武力攻击、本国国民待遇、财产、宗教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多
的是领土和边境问题。
举几个广为人知的事例来说，约公元前600年，雅典和麦加拉两国之间就撒拉密斯岛的领土权发生争端
。
这一争端通过由斯巴达国的5名市民组成的裁判得到解决。
另外，雅典和密特雷勒之间就西戈意昂市所发生的争端，则是通过科林斯国王培力安德罗斯的裁判得
以解决。
而且，公元前3世纪，小亚细亚的城邦萨摩斯和普里艾勒也曾将一处边关要塞及其周边领土的争端交
给罗德斯国的5名裁判官去解决。
从其残存的判决书来看，5名裁判官在进行现场调查和听取双方当事国的主张后，判定普里艾勒拥有
领土权。
判决书中还附有精确的边境地图。
这些城邦间的裁判虽然建立在相关国家的合意基础上，然而，在同一联合体内，为了防止国家之间产
生敌对关系、维持联合体的势力，通过裁判解决争端逐渐成为义务。
人们通过条约来设定裁判的义务。
比如，公元前445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条约就包含有裁判条款。
不过，就这两国来说，裁判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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