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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回顾、总结、提炼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国际法学发展史的专著。
涵盖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大领域。
国际公法部分包括基本理论、主体、领土、海洋、环境、居民、人权、条约、国际组织、国际刑法、
国际争端和平解决等内容，国际私法部分包括基本理论、最密切联系理论、意思自治原则、中国国际
私法示范法、中国区际冲突法、统一国际私法等问题，国际经济法部分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海事、国
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法等分支。
《当代中国国际法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众多研究学者协力推出的一部力作。
既是学习、研究和讲授国际法的重要学术参考书。
也是国际法律实务工作者全面、深入了解国际法学动态和最新发展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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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泽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法学会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中国刑法。

　　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2年7月毕业，同年8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
国际法研究所工作。
1987年8月至1988年8月，作为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CLEEC）项目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法学院研修；1994年至1997年，应邀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成员参加刑法
修订起草工作；1996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9月至2001年9月，作为国
家公派的富布赖特（Fulbright）高级研究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从事学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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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国际公法学
　第一章 中国国际法学术研究60年概述
　　第一节 中国国际公法学术研究60年的演进过程
　　第二节 新中国国际法60年学术史上的几位学术人物
　第二章 国际法的历史、基础理论和基本原则
　　第一节 国际法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国际法的性质
　　第三节 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三章 国际法主体
　　第一节 国际法各类主体的地位或资格
　　第二节 国际法上的承认
　　第三节 国际法上的继承
　　第四节 管辖权和豁免权
　第四章 国家领土与极地
　　第一节 国家领土的取得或变更方式问题
　　第二节 中印边界问题
　　第三节 所谓的台湾法律地位问题
　　第四节 南极地区
　第五章 国际海洋法
　　第一节 国际海洋法学术研究概述
　　第二节 关于几个主要海洋法问题的学术思想
　第六章 国际环境法
　　第一节 中国国际环境法学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国际环境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第七章 国际法上的居民
　　第一节 国籍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引渡和庇护问题
　第八章 国际人权法
　　第一节 中国国际人权法学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国际人权法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第九章 国际条约法
　　第一节 条约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问题
　　第三节 条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
　第十章 国际组织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二节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第三节 区域性国际组织
　　第四节 非政府国际组织
　第十一章 国际刑法
　　第一节 国际刑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第二节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第三节 前南国际刑庭及卢旺达国际刑庭及其审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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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研究
　第十二章 国际责任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一节 国际责任制度
　　第二节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篇 国际私法学
　第十三章 国际私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
　　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性质
　　第二节 法律选择方法
　　第三节 国际私法的基本制度
　第十四章 最密切联系理论
　　第一节 最密切联系理论的影响
　　第二节 法官自由裁量理论
　　第三节 特征性履行理论
　第十五章 意思自治原则
　　第一节 意思自治原则的本质和优势
　　第二节 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
　　第三节 意思自治原则的效力
　第十六章 中国国际私法学术成就的完整体现
　　第一节 《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产生
　　第二节 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内容
　　第三节 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影响
　第十七章 中国区际冲突法理论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区际冲突法理论的产生
　　第二节 中国区际冲突法理论的运用
　第十八章 中国国际私法与统一国际私法
　　第一节 对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认识
　　第二节 统一国际私法在中国适用的理论基础
第三篇 国际经济法学
　第十九章 国际贸易法学
　　第一节 新中国国际贸易法的发展（1949一1978）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国际贸易法（1979—2001）
　　第三节 中国加入Wq、0与国际贸易法（2001—2009）
　第二十章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第一节 我国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立法历程、特点及评价
　　第二节 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制定及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重要争论
　　第三节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新发展
　第二十一章 国际投资法
　　第一节 国际投资法理论在中国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国际投资法学的发展
　第二十二章 国际金融法
　　第一节 奠基与发展（1949—1999）
　　第二节 新世纪与新成果（2000—2009）
　　第三节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反思与探索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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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国际法主体　　第一节  国际法各类主体的地位或资格　　国际法主体涉及的是独立
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具有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能力者。
在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上，新中国国际法学说经历了只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法主体到肯定其他国际法
主体的过程。
　　一  国家　　（一）国家是唯一国际法主体的观点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问内，国际法学
界在国际法主体问题上的主流看法是：国家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
　　1976年出版的周鲠生《国际法》一书指出，&ldquo;国家是国际法主体，并且是国际法上唯一的主
体&rdquo;，其理由是&ldquo;只有国家是享受国际权利和负担国际义务的人格者&rdquo;。
①持这种观点一是沿袭了传统国际法主张，二是苏联国际法学对新中国国际法学的深刻影响。
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后者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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