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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国际涉水条法研究》由孔令杰、田向荣著，首次以国际涉水条法研究为题，在明确国际水
法与跨境水资源冲突和合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历史、法律和政策等角度着重研究了与我国关系最
为密切的四项国际涉水法律文件，从争议起因和各方诉求、判决推理和依据、案件启示和意义等方面
研究了五个重要的国际涉水案例。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绪论为国际水法与跨境水冲突和合作；第一章为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研究；第二章为联合国欧经委赫尔辛基公约研究；第三章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跨界含水层法草案
研究；第四章为国际法协会赫尔辛基规则与柏林水规则研究；第五章为国际涉水案例研究；附录为重
要的国际涉水法律文件。

　　《国际涉水条法研究》可供国际法、国际政治、水资源管理、环境生态等学科研究跨境水资源问
题的学者参考，也可供从事相关实务工作的专业人员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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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令杰，1980年9月生，山东省巨野县人。
2002年获西南财经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和2008年分别获武汉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2003—2004年南京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硕士项目；2006年～法国巴黎十一大法
学博士研究生。
现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讲师。
曾在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时代法学》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和译文数篇。
田向荣，男，1977年2月生，江苏省姜堰市人，工学博士。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国际河流管理和国际涉水条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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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　国际水法与跨境水冲突和合作
　　一、国际淡水危机与跨境水冲突
　　二、跨境水冲突与合作
　　三、国际水法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研究
　第一节　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出台过程与现状
　　一、国际水道法公约一读草案的出台(1970～1991年)
　　二、国际水道法公约二读草案的出台(1992～1994年)
　　三、国际水道法公约为联合国大会通过及其现状(1994～2011年)
　第二节　国际水道法公约重要条款研究
　　一、国际水道法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基本法律原则
　　三、计划采取的措施
　　四、国际水道的保护、保全和管理
　　五、国际水道争议的解决
　第三节　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地位、影响与前景研究
　　一、国际水道法公约的法律地位与影响
　　二、影响国际水道法公约生效的因素
　　三、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前景与我国的对策
第二章　联合国欧经委赫尔辛基公约研究
　第一节　赫尔辛基公约的出台背景与现状
　　一、联合国欧经委地区跨境水资源状况
　　二、赫尔辛基公约的出台过程
　　三、赫尔辛基公约的现状
　第二节　赫尔辛基公约的主要内容研究
　　一、赫尔辛基公约的宗旨、特征与适用范围
　　二、赫尔辛基公约为各缔约方设定的普遍性义务
　　三、赫尔辛基公约为缔约方中的沿岸国设定的义务
　第三节　赫尔辛基公约的执行机制与前景研究
　　一、赫尔辛基公约的执行机制和执行机构
　　二、赫尔辛基公约的主要成就
　　三、赫尔辛基公约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第三章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跨界含水层法草案研究
　第一节　跨界含水层法草案的出台背景与过程
　　一、国际公约
　　二、多边条约
　　三、地下水协定与相关国家实践
　　四、不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
　　五、跨界含水层法二读草案的出台
　第二节　跨界含水层法二读草案的主要内容研究
　　一、跨界含水层法草案的序言、适用范围与用语
　　二、跨界含水层法的一般原则
　　三、跨界含水层的保护、保全和管理
　第三节　跨界含水层法二读草案的最终形式及其前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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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法委员会的职责与跨界含水层法草案的现状
　　二、跨界含水层法草案的最终形式之争
　　三、跨界含水层法草案的最终形式与其他共享自然资源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
　　四、跨界含水层法草案与其他公约和协定的关系
　　五、跨界含水层法草案有待完善的条款
第四章　国际法协会赫尔辛基规则与柏林水规则研究
　第一节　国际法协会赫尔辛基规则与柏林水规则的出台
　　一、河流委员会与赫尔辛基规则的出台(1954．～1966年)
　　二、国际水资源法委员会与赫尔辛基规则的完善(1966～1986年)
　　三、国际水资源委员会与柏林水规则的出台(1986～2004年)
　第二节　国际法协会赫尔辛基规则研究
　　一、赫尔辛基规则的适用范围
　　二、国际河流水使用的基本法律原则
　　三、国际河流的污染防治
　　四、国际河流上的航行与木材浮运
　　五、争议避免与解决程序
　第三节　国际法协会柏林水规则研究
　　一、柏林水规则的立法背景及其主要特征
　　二、规制所有淡水资源管理的国际法原则
　　三、国际共享水资源的基本法律原则
　　四、个人与水资源相关权利的保护
　　五、水环境保护
　　六、地下水的利用和保护
　　七、既定计划与争议解决机制
第五章　国际涉水案例研究
　第一节　奥德河国际委员会地域管辖权案研究
　　一、奥德河国际委员会地域管辖权争议的起因
　　二、当事各方的主张与本案应适用的法律
　　三、法院判决的推理过程及其法律依据
　　四、沿岸国利益共同体理念与沿岸国利益共同体原则
　第二节　荷兰与比利时墨兹河取水案研究
　　一、荷兰与比利时墨兹河取水争议
　　二、当事方的主张及其依据
　　三、法院判决的推理过程及其法律依据
　　四、墨兹河水取水案的启示
　第三节　法国与西班牙拉努湖仲裁案研究
　　一、法国与西班牙拉努湖开发争议
　　二、当事国的主张及其依据
　　三、法院判决的推理过程及其法律依据
　　四、拉努湖仲裁案与跨境水资源开发争议的解决
　第四节　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加布奇科沃—大毛罗什项目”案研究
　　一、争议起因与基本案情
　　二、当事国的根本目的与具体诉求
　　三、法院判决的推理过程及其依据
　　四、案件的启示
　第五节　阿根廷诉乌拉圭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研究
　　一、乌拉圭河纸浆厂争议的起因与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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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院管辖权的范围与本案应适用的法律
　　三、法院对程序责任判决的推理过程及其依据
　　四、法院对实体义务判决的推理过程及其依据
　　五、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六、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启示
附录　重要的国际涉水法律文件
　　一、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二、跨境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
　　三、跨界含水层法草案
　　四、柏林水资源规则
参考资料
　　一、重要国际涉水条法
　　二、国际涉水案例
　　三、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等文件
　　四、著作
　　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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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前景与我国的对策　　以上研究表明，国际水道法公约在近期生效仍面临
着众多挑战，但公约的缔约方数量在近年来却呈稳步增长趋势，公约仍有生效的可能。
原先对公约投弃权票的法国等国家纷纷加入公约。
签署但未批准公约的国家以及原先对公约投赞成票的国家，也有可能选择加入该公约。
某些不存在跨境水资源的国家，可能基于政治等其他因素的考虑选择加入公约。
此外，赫尔辛基公约的缔约方目前已达38个，其中仍有不少国家尚未加入国际水道法公约。
鉴于赫尔辛基公约在跨境影响的规制与国际流域的环境保护等方面比国际水道法公约更为严格，这些
国家加入公约不会过多地增加其已承担的国际义务。
另外，南部非洲共同体等地区的国家参照公约达成了水道协定，它们也可能选择加入公约。
因此，虽然公约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它在近期仍有可能获得足够数量国家的支持而最终生效。
　　作为曾对公约投反对票的国家，我国应针对公约是否生效做好近期和中长期的应对工作：　　
（1）明确公约中某些原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如其最为核心的公平合理、不造
成重大损害与合作原则及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等，是对习惯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编纂。
不论公约是否生效，也不论中国是否加入公约，除非中国提出明确反对，这些原则作为习惯国际法均
对我国具有法律拘束力。
经考察我国自1949年以来与周边国家签署的涉及跨境水资源的80多项条约、协定、临时协定和谅解备
忘录，不难发现，我国遵循了国际上通行的领土主权、平等互利、公平合理、诚信合作等法律原则。
我国应通过各种渠道澄清本国的立场、政策和做法，对外界的种种不符合事实的质疑予以回击。
　　（2）认清公约的框架性和补缺性：国际水道法公约是一项框架公约，不影响水道国已达成水道
协定或安排的效力，指引水道国在未来达成此类协定或安排，给水道协定或安排未规定的事宜提供补
缺性的规则，并赋予了各国适用和调整公约规定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即便我国在将来选择加入国际水道法公约，我国仍可在跨境水资源上坚持以我为主的战略，通
过与有关国家达成协定或安排调整公约中对我国不利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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