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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5版）》于2007年1月出版第四版，至今已历时5年。
国际时局动荡多变，但世界和平、合作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
在这一大潮的推动下，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和谐世界”、“战略伙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新理念，为愈来愈多国家接受为国际行为的准则。
国际法的立法和研究也有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规则、新资料、新研究成果，有必要把它们反映到
教材中来。
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我们对《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5版）》作第四版修订
。
此次修订，体系上作了一些调整，补充了一些新立法、新资料、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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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献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商法协会
理事、长江海商法学会副会长。
参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当代国际法》，主编和副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
海商法》、《海事法律词典》、《国际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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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该规定，国际强行法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属于国际社会全体接受
的一般国际法规范。
强行法规范首先须符合一般国际法规范的标准，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均有普遍的约束力。
一般认为，所谓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不要求某一规则必须为所有国家接受和承认，只需要被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接受和承认就符合这一条件。
 第二，公认不许损抑。
强行法规范须被公认为具有强制性质。
国际法主体不得通过条约、实践等方式排除强行法的适用。
强行法规则具有优于或高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地位。
凡与强行法抵触的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均无效。
 第三，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的规则才能更改。
这意味着只有通过新的强行法规则才能变更现有强制法规则。
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1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得承认“严重
违背”强行法规范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为合法。
 国际强行法曾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现在这一概念虽已得到国际法学界的接受，但其适用及其范围，
公约并未作出明文规定，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实践。
一般认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属于国际强行法，但不等于国际强行法，国际强行法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法
基本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适用于一切国际法领域并构成国际法基础的一般性指导原则，而强行法可能是某一
特定国际法领域或部门的具体规则。
如禁止酷刑规则被认为是强行法规则，但它并不是国际法基本原则。
 目前，公认的强行法规则主要涉及国际法基本原则以及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领域的一
些规则。
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26条有关“遵守强制性规范”的评注称，已被明确接受
和承认的强行法规范主要有禁止实行侵略、灭绝种族、奴役、种族歧视、危害人类罪行和酷刑，以及
自决权。
上述观点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还不能说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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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5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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