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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国际法专题研究》由王瀚等人著，紧紧把握当代国际法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
从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条约立法及其相关实践两个层面分别以专题方式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国家的国际
法律义务理论与实践、现代国际人道法的编纂和发展、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责任法和航空运输责任诉讼
管辖权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国际信用证的法律实践、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临时措施、公共政策和仲裁裁
决的“非当地化”的理论与实践。

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凝聚着各个专题的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索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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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瀚，河南人，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
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WTO法研究会理事，法国巴黎第二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西安市国际商
务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编委，陕西省重点学科国际法学科带头人，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法律咨询专家，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西安市人民政府和宝鸡
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西安市、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律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上海、西安、咸阳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主要著述有：《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法律问题研究》(独著)，《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法律问
题研究》(独著)，《国际私法之程序法比较研究》(独著)，《国际法新论》(合著)，《国际经济法通论
》(主编)，《当代热点法律问题研究》(主编)，《国际法探索集》(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概论》(
参编)，《民法经济法问题研究》(参编)等。
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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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家的国际法律义务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国家责任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
 一、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从提出到被接受
 二、国家责任编纂及其对国际义务的分类
 三、国际义务的分类及层次
 第二节 “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提出及其影响
 一、“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概念的提出
 二、“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产生的影响
 三、“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概念的背景与孕育
 四、“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后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发展
 第三节 “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定义与特征
 一、“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概念
 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这一概念与国际法上的有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三、“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基本特征
 四、“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范畴或外延
 五、违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法律后果
 六、“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地位
 第四节 “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法理基础
 一、国际法上的人类共同利益与防止“公地的悲剧”
 二、国际法上的人类基本价值：和平、安全与人权
第二章 国际人道法的编纂与发展
 第一节 《习惯国际人道法》概述
 一、促成《习惯国际人道法》形成的若干因素
 二、编 纂《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简要过程
 三、《习惯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成果
 第二节 《习惯国际人道法》编纂的指导思想——统一国际人道法理论
 一、国际人道法体系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
 二、《习惯国际人道法》对“一元论”的贯彻
 三、对《习惯国际人道法》编纂指导思想的评析
 本节 小结
 第三节 《习惯国际人道法》对国际人权法的运用
 一、《习惯国际人道法》运用国际人权法的可行性
 二、国际人权法在《习惯国际人道法》中发挥的作用
 三、《习惯国际人道法》运用国际人权法的瑕疵
 本节小结
 第四节 《习惯国际人道法》对国际人道法实施的研究
 一、研究国际人道法实施的必要性
 二、《习惯国际人道法》对国际人道法实施的研究成果
 三、《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国际人道法实施的缺失
 本节小结
第三章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责任法的新发展
 第一节 航空事故的构成与举证责任
 一、航空事故概述
 二、华沙规则实践中的航空事故定义
 三、因劫机引起的民事责任对“事故”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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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航空“事故”的举证责任
 第二节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中可赔偿性损害的理论与实践——《华沙公约》第17条“其他人身伤害”的范围问
题
 一、两大法系关于可赔偿性损害的理论与实践
 二、航空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因空劫机带来的航空私法问题
 四、美国法院解释和适用《华沙公约》第17条的判例实践
 第三节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的责任期间
 一、立法溯源
 二、发生在飞机上或登机或下机时的损害责任问题
 三、关于解释和适用“登机或下机过程中任何一个阶段”的判例实践
 第四节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航班延误责任制度
 一、航空运输合同的法律性质及航班“延误”含义
 二、国际航空运输中航班延误的成因分析
 三、航班延误与损害责任形态
 四、格式合同的有效原则及其在航班延误中的适用
 五、航班延误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
 第五节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责任制度的新发展——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双梯度责任”制度述评
 一、“双梯度责任”制度的来源及其结构分析
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双梯度责任”制度对《华沙公约》旅客航空运输责任规则的新发展
 三、关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限额复审制度
 四、“双梯度责任”制度给我国国内旅客航空运输责任制度带来的影响
第四章 国际航空运输诉讼管辖权统一立法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下的航空运输索赔诉讼管辖权制度
 一、国际航空索赔诉讼管辖权规则的一体化
 二、华沙体制管辖权规则的强制性
 三、华沙体制管辖权规则的法律性质
 四、各国法院适用华沙管辖规则的实践
 五、华沙管辖规则的发展
 第二节 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中的诉讼时效制度
 一、国际航空运输索赔诉讼时效制度的缘起
 二、法国法院的实践和观点
 三、美国法院的实践和观点
 四、诉讼期限的计算方法
 第三节 国际航空运输索赔诉讼管辖权规则的新发展——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制度述评
 一、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下“第五管辖权”规则的来源
 二、“第五管辖权”规则在航空索赔诉讼中的适用
 三、第五管辖权制度在华沙体制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理论分歧
 四、有关第五管辖权制度的立场分歧
 五、关于第五管辖权制度的简要评论
第五章 国际信用证法律与实践
 第一节 信用证项下银行的拒付权及其行使
 一、银行行使拒付权的合同基础
 二、银行拒付权行使的法律基础
 第二节 信用证结算中银行不当拒付的民事责任研究
 一、信用证下银行不当拒付的行为表征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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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用证结算中银行不当拒付的民事责任
 第三节 信用证结算中银行不当拒付的救济措施
 一、信用证结算中银行不当拒付的传统救济措施
 二、银行不当拒付救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三、银行不当拒付救济措施的完善与改进
第六章 国际商事仲裁法临时措施的法律调整
 第一节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法理探析
 一、仲裁临时措施的概念和性质
 二、仲裁临时措施的类型
 三、仲裁临时措施的功能与作用
 四、发布临时措施的先决条件
 五、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最新发展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管辖
 一、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管辖
 二、国内仲裁立法的实践
 三、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实践
 四、仲裁前I临时措施的管辖问题
 五、单方临时措施的管辖问题
 六、非仲裁地法院的临时措施管辖权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执行
 一、临时措施执行所面临的困难
 二、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的执行
 三、《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临时措施执行的新规则
 第四节 完善我国涉外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理论思考与建议
 一、我国涉外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现状
 二、我国现行涉外仲裁临时措施的改革与建议
 结语
第七章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立法问题
 第一节 公共政策的概念解析
 一、公共政策的立法目的与作用
 二、公共政策的一般特征
 三、公共政策的基本形态：国内公共政策、国际公共政策与跨国公共政策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公共政策例外
 一、仲裁裁决执行中公共政策例外的特征和本质
 二、《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公共政策例外
 三、其他公约及国际文件中的公共政策例外
 四、国内立法中仲裁裁决执行的公共政策例外
 五、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问题
 六、关于国际法协会公共政策报告的评述
 第三节 仲裁裁决执行中公共政策的解释
 一、有利于仲裁裁决执行原则及其运用
 二、公共政策解释中的推理方法和适用理由
 三、法院司法审查中的其他原则
 第四节 仲裁裁决执行中公共政策的适用
 一、实体上的基本原则
 二、程序上的基本原则
 三、直接适用的法在裁决执行实践中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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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际义务
 第五节 我国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中的公共政策实践
 一、我国运用公共政策例外的现状
 二、我国运用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三、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实践中的公共政策问题
第八章 国际商事仲裁法中的“非当地化”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非当地化”仲裁理论与“非国内化”仲裁裁决
 一、“非当地化”仲裁理论的内涵
 二、“非国内化”仲裁裁决的含义探析
 三、对“非当地化”仲裁理论的科学定位
 第二节 《纽约公约》下“非国内化”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问题的法理分析
 一、从《纽约公约》适用范围分析“非国内化”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二、从《纽约公约》宗旨分析“非国内化”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三、从&lt;纽约公约》权利义务条款分析“非国内化”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四、从既判力和国际礼让分析“非国内化”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第三节 《纽约公约》下“非当地化”仲裁理论的完善
 第四节 “非当地化”仲裁理论与我国涉外仲裁制度
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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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有关作战方法和作战手段的规定。
武装冲突中敌方战斗员虽然是合法的攻击目标，但攻击他们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并非不受限制。
第三部分“特定作战方法”就拒绝饶赦、财产的毁坏与扣押、饥饿与获得人道救济、诡计及与敌方交
流等作战方法确立了24项规则。
第四部分“武器”首先确立了两项武器使用的一般原则，[1]然后分别针对毒物、生物武器、化学武器
、易于膨胀的子弹、爆炸性子弹、主要以无法检测的碎片伤人的武器、诱杀装置、地雷、燃烧武器与
激光致盲武器等确立了15项规则。
第五部分“平民和丧失战斗力人员的待遇”是关于武装冲突受难者的规定。
该部分亦首先确立了19项适用于所有平民和丧失战斗力人员的基本保证，以确保所有冲突受难者都享
有最低限度的人道待遇和人格尊严，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员确立了33项规则，主要涉及战斗员和战
俘、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死者、失踪人员、被剥夺自由的人、迁移与流离失所者以及给予特别保护
的其他人员。
第六部分是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实施。
共有规则23项，包括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的执行、责任与赔偿、个人责任及战争罪等相关内
容。
当然，该研究报告亦表明，对某些问题国家实践还未形成统一做法，需进一步澄清。
例如，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武装反对团体成员的地位不够明确，究竟是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时武装反
对团体成员才丧失不受攻击之保护，还是其作为此类团体的成员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受到攻击
，各国做法不一。
此外，从国家实践中也难以归纳出对“直接参与敌对行动”这一术语的明确界定，从各国实践来看，
它们要么认为应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判断，要么只是简单重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将导致
平民丧失不受攻击之保护这一一般原则，这使得出现疑问时难以对某一行为定性。
与此相似，有待澄清的问题还包括在攻击中须遵循的比例原则的确切范围和适用标准等。
（二）展示了习惯对人道法条约的发展 习惯和条约是国际人道法的两个主要和正式渊源，它们联系密
切，又相互独立。
条约既可是对已有习惯的汇编，又可对新的习惯法规则的产生提供启示或范本；而习惯即使已被相关
条约以成文方式明确表述，它作为独立渊源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可依实践的变化发展出条约未作规
定的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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