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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的确确将会引导时代的
社会实践。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
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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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国际社会相互联系依赖日益紧密，主权的原初内涵、意义、作用以及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主权不仅意味着一种权利(权力)，而且意昧着一种责任。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主权逐渐成为一种权力(权利)和责任高度统一和融合的复合权利形态。
根据对国内、国际社会所承担和履行责任的客观需要，主权作为一种权力(权利)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收
缩、让渡等，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却应当强化壮大。
同时，主权所具有的责任内涵和属性也为各国主权权力(权利)的不均衡和复杂多样的运用提供了统一
的规范和约束。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主权的形成以维护本国人民的生存发展权为首要使命，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
了主权对国内人民负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中国的现代主权也就具有保护国内人权的天然属性，这是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主权的内在的责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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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洲，1969年生、安徽省巢湖市人。
安徽省巢湖学院经济与法律系副教授、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
1988年至1992年在安徽大学法律系学习，本科毕业后被分配至安徽省巢湖市司法局，同年考取律师资
格，在局直属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1998年经安徽省司法厅评审任三级律师。
200 1年4月调入巢湖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主要从事法律基础、经济法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2000年9月至2003年6月获安徽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经济法学硕士学位。
2006年8月被评审和聘任为副教授。
2005年～2008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师从余敏友教授研习国际公法，博士毕业后主要
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作者长期从事法律实务和法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擅长抽象的法理学思辨分析和理论上的宏观驾
驭把握，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宏观想象力，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跨学科研究和实证分析。
曾先后在《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和《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
中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有的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业学术网站和国家部委等官
方网站全文转载或收录。
曾多次主持和参与省、部级教研和科研课题，并于2010年获准立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
政府参与全球性治理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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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原来准备打击的前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也并非秘密机构，该局大楼距中国使馆有半公里之
遥，两者外观区别明显，美方不可能将两者混淆。
同时，整套审查程序的每个环节都出现失误的说法也明显有悖常理。
因此，按照客观过错上的合理行为人的标准来分析判断，美国的行为只能被认定为故意而不应是过失
，并据此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客观过错上的合理行为标准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秩序所要求或认可的常规情形基础之上的。
在一般情形下，常规的合理行为标准应该是过错认定上的最低限度要求，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存续发展
的基本要求和趋势，但这并不排除特定情形下对具体行为的合理标准进行调整以便更恰当地界定过错
状态的存在与否以及程度等。
总体而言，合理行为标准将根据主权国家在相关活动领域里的客观实际能力来具体确定。
从主权具体实施的角度来看，主权行为总是由具体的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实施的，相应的合理行
为标准应根据这些机构及其人员的实际能力和具体环境等调整确定。
当行为主体拥有更强的客观实际的行动能力时，合理行为标准应被调整为更高的行为要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主权责任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