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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司考之路系列·国家司法考试国际法》从重点内容讲解、重点法条解读、历年真题剖析
三个方面，详细解读了在历年司法考试中国际法的重点、难点及常考知识点，并对以后的考试进行了
预测。
　　本系列图书由最著名的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的数位专家级培训教师亲自执笔，严格依据本年
度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从考生备考的角度思考，打破当前司法考试教材内容陈腐、材料古旧的弊端，
以独特犀利的视角为广大考生提供最全面、最清晰的解读，促使考生能迅速顺利的通过考试，使本系
列教材更贴近司法考试命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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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际公法　　第一讲　导论　　考点一　国际法的渊源　　考点解析　　国际法的渊源
只有三类：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1．国际条约　　条约是现代国际法一项主要的渊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之间缔结的
、以国际法为准的、规定当事方权利义务的协议。
条约时缔约国有约束力。
　　2．国际习惯　　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另一个主要渊源，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由各国前后一致地不
断重复所形成的，并被广泛接受为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或制度。
国际习惯是不成文的，它出现于国际条约之前，是国际法最古老、最原始的渊源。
国际习惯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
　　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有两个：　　(1)物质要素或客观要素，即存在各国反复一致地从事某种行为
的实践，形成惯例或常例。
　　(2)心理要素或主观要素，它要求上述的重复一致的行为模式被各国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存在
所谓法律的确信。
　　一项国际习惯的确立可以从下列资料中得到证明：①国家间的各种文书和外交实践，如政府的声
明、照会及其政府官员的讲话等；②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各种文件，包括决议、判决等；③国家的国内
立法、司法、行政实践和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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