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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第3版)》是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全书共17章，系统地论述现代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分析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包括新出现的问
题。
第一章导论着重论述国际法的概念、发展、主体、渊源、效力根据、与国内法的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原
则。
第二、三、四章主要讨论国际法上的国家、居民及领土法律制度。
第五、六、七、八章分别介绍、论述国际海洋法、航空法、外层空间法和国际环境法。
第九章论述联合国和区域组织。
第十章全面论述外交和领事豁免及国际组织的豁免。
第十一章介绍和阐述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其中重点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
组织及其法律制度。
第十二章论述人权的国际保护。
第十三章研究条约法。
第十四章阐述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的免除和承担责任的方式。
第十五章论述国际争端和平解决的方法、制度。
第十六章论述集体安全保障制度。
第十七章介绍和论述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
第十八章论述武装冲突法，内容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战争罪行、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法庭，
以及新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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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国际法研究会会长。
其代表性著作有：统编教材《国际法》（合著，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及1995年版）、《中国法学四十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国际公法学部分）、“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等系列词条（《中国
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其代表性论文有：《关于外国军舰无害通过领海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中国国际法年刊》1989年，
此文英文本题为《外国军舰无害通过领海问题：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后》）、《中国与人权—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中国建设》1989年第1期）、《日内瓦人道主义四公约的解释
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国际人道主义法论文集》（葡文版），澳门红十字会199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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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国际法的概念第二节 国际法的发展第三节 国际法的主体第四节 国际法的渊源第五
节 国际法的编纂第六节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与学派第七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第八节 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第二章 国际法上的国家第一节 国家概说第二节 国家、政府及其他实体的承认第三节 国家的继承
第三章 国际法上的居民第一节 国籍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第三节 引渡和庇护第四节 难民及其法律
地位第四章 国家领土第一节 国家领土与领土主权第二节 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第三节 国家领土变更的
方式第四节 国家的边界和边境第五节 中国的领土和边界第六节 南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第五章 国际海
洋法第一节 国际海洋法的概念、历史发展及编纂第二节 内水、领海、毗连区第三节 用于国际航行的
海峡、群岛水域第四节 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第五节 公海第六节 国际海底区域第六章 国际航空法第七
章 外层空间法第八章 国际环境法第九章 联合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第十章 外交和领事豁免、国际组织
的豁免第十一章 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第十二章 人权的国际保护第十三章 条约法第十四章 国家责任第十
五章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第十六章 集体安全保障制度第十七章 军备控制与裁军第十八章 武装冲突法
参考书目第一版后记再版说明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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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际法的概念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或称国际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是指调整
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
这个国际法概念与当前世界其他国家一些国际法学者给国际法所下的定义基本一致。
例如，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下由别乔伊(Bedjaoui)主编的一部国际法教科书认为，国际法是“
旨在调整(regulate)国家相互间关系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范的总体⋯⋯它主要规范国家的行为”①
。
《奥本海国际法》也认为，“国际法是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这
些规则主要是支配国家的关系”②。
下面对这里提出的国际法概念作几点说明。
　　国际社会主要是由国家组成的。
现在，作为全球性的最大的政治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就有191个会员国，这还不是国际社会成员的全
部。
国家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
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国际法的主体。
但是国家仍然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
　　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国际关系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国际法的多部门，例如外交关系法、海洋法、航空法、武装冲突法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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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第3版)》对外语专业、新闻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师生，外交、外事部门的实际工作者
和国际问题研究者，也可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国际法内容丰富、复杂，《国际法(第3版)》提供基本知识，阐明基本理论，篇幅保持在一定范围。
每章之后列有参考书目，试图为有志进一步学习者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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