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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是一本优秀和权威的国际法教科书，是日益趋向流行的国际法学术领域教员和学生们的最
佳选择。
它独特的写作风格激励着学生们进一步深入探索的信心，同时还保有缜密和严谨的学术风范。
贯穿全书的分析促使学生发展其批评性思维的技能。
第六版全面更新了资料，精心设置的结构反映了当前的教学趋势，涵盖了课程的全部内容。
修订后，国际法院的内容在专章中详细讨论，并另设关于国际刑法的新章。
以往版本中详细的参考资料和可靠并一致的评论均在新版中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是所有研究国际法的
学生们不可或缺的基础，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或是专业律师，均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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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尔科姆·N·肖是英国王室法律顿问、莱斯特大学詹宁斯国际法教授、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
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理事会的创始成员、埃塞克斯法院分庭的职业大律师。
他是世界著名国际法学者之一，曾获得喀麦隆共和国国家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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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国际法的性质及其发展
世界社会中的法律和政治
武力的作用
国际体系
政治的作用
历史发展
早期萌芽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
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人
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
19世纪
20世纪
共产主义的国际法理论
第三世界
2 当今的国际法
受国际关注的法律范围在扩展
现代理论与阐释
实证法与自然法
新思路
国际法不成体系？

结论
3 渊源
习惯
引言
实质性事实
什么是国家实践？

法律确信
抗议、默认与习惯法的变化
区域和地方习惯
条约
一般法律原则
公允与国际法
司法判例
学者
其他可能的国际法渊源
国际法委员会
其他机构
单方面行为
渊源的等级与强行法
4 国际法与国内法
理论
国内规则在国际法中的作用
国内法庭中的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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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美国
其他国家
可裁判性、国家行为与相关学说
行政部门的证明
5 国际法主体
法律人格——引言
国家
国家资格的创立
自决与国家资格标准
承认
国家资格的消失
国家的基本权利
附庸国和被保护国
联邦国家
自成一类的领土实体
委任统治地和托管领土
1945年的德国
共管
领土的国际管理
台湾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
各种分离主义主张
国家联合体
结论
特殊案例
马耳他骑士团
罗马教廷与梵蒂冈
叛乱团体和交战团体
民族解放运动
国际公众公司
跨国公司
所有人民的自决权
法律权利的确立
自决的定义
个人
国际组织
法律人格的取得、性质及后果——一些结论
6 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本质
国际法上人权的思想方法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一些基本原则
国内管辖权
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权利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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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国际法和人权
演进中的原则
联合国体系——概述
对群体和个人的集体权利的保护
联合国体系——执行
政治机构——概述
联合国机关设立的专家机构
专门条约下设的专家机构
结论
专门机构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7 区域人权保护
欧洲
欧洲理事会
欧洲联盟
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独立国家联合体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权分庭
《美洲人权公约》
《班珠尔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
《阿拉伯人权宪章》
8 国际法中的个人刑事责任
国际的刑事法院和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
国际刑事法院(ICC)
混合法院和其他国际化的国内法院和法庭
国际罪行
种族灭绝
战争罪
危害人类罪
侵略
⋯⋯
9 承认
10 领土
11 海洋法
12 管辖权
13 管辖豁免
14 国家责任
15 国际环境法
16 条约法
17 国家继承
18 和平解决争端
19 国际法院
20 国际法与国家使用武力
21 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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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联合国
23 国际结构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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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需要法律，以便寻求并达到某种目标，无论是经济福祉、生存和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的进步。
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此，这种法律体系必须是足够确定的，以便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这种法律体系还必须是具有足够灵活性的，以便在需要改变它的力量有共同需要时能予以改变。
但是，国际法不只是简单地扩大其外延以便将那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成立的新国家包括在
内。
它还进行自我扩展，把个人、团体、非政府间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都包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
国际法还扩展到新的领域，包括像国际贸易、环境保护、人权以及外层空间探索等问题。
实证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产生了后果，即国际法将其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主权国家身上。
只有它们才是国际法的“主体”。
与此相对应的是非独立国家和个人，他们是国际法的“客体”。
只有国家才能够创设法律，而且，不能假设存在对其独立的限制。
但是，后来，实证主义理论越来越复杂，并且出现了针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新理论。
这就打破了这种只强调国家的理论，把所能发挥作用的主体扩大到非国家实体，例如个人、跨国公司
以及国际组织。
当然，个人有权作为国际法的受益人是早就得到承认的，但是，只是到了最近，他们才能够直接行动
，而不再需要依赖他们的国籍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战胜的同盟国所设立的纽伦堡和东京法庭是这个过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
分。
在那些被指控的人中，有许多都被判决犯有危害人类罪和破坏和平罪，并因此得到了惩罚。
这是在通常没有国家介入的情况下对国际法中个人责任的承认。
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的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战争罪法庭以及1998年的国际刑事法院进一步强
化了这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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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我讲授国际法时，肖的《国际法》是我为学生选择的教科书。
直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有用并结构严谨的教科书。
第六版仍然保持着其鲜活的时代气息，这真是个好消息。
新版又增加了新的章节，而且所有的方面都有了更新。
　　——国际法院院长罗莎琳·希金斯马尔科姆·肖的《国际法》自1977年以来一直是国际法学生必
不可少的教学资料。
该教科书准确且均衡地反映了国际法的发展和现状。
关于最新的修订，国际刑法和国际法院的章节广受好评。
我向所有国际法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热烈推荐肖的书。
　　——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詹姆斯·克劳福德这是我在国际法院工作时常常使用的一本杰
出著作。
它的特点是精确、全面且时事性强。
在许多问题上，例如领土问题，大家看法总是颇为不同。
　　——国际法院布鲁诺·西玛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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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第6版)(套装上下册)》为世界法学精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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