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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章首先界定国际性的政府间组织，从而填补在描述、理论与对策方面存在的漏洞。
它指出了把这些不同的实体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法律特征，指出集中考察像联合国与WTO那样具有如此
不同宗旨的组织之法律影响有何意义。
第一章也提出了某些标准，以便讨论那些旨在使其成员方遍布全球的组织是如何造法的，并且考察了
学者用来评估这些组织的影响的某些理论框架。

　　关于国际组织法的第一部分选择性地讨论了所谓国际组织的“内部”法问题，比如调整财政问题
的规则，以及制定标准，或者做出决定的方法——它们看起来对于一般国际法具有更多的“外部”影
响。
通过具体例子，作者在本部分包含的三章中证明了这些组织对于原先只适用于民族国家的基本观念—
—比如调整条约解释的规则，或者旨在保护“主权”的规则，比如“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国家“内部
”事务——造成的挑战。
在第二章中，作者考察了组织宪章的解释，以及“宪法解释”方法如何影响国际法学者运用《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规定的通常的条约解释方法。
在该章中，作者指出了对组织宪章的解释是如何一般性地有助于扩大组织的权力，以及许多此类组织
的行动范围。
在第三章中，作者讨论了国际组织宪章中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向国际组织授予造法的权力，进而重
新考察了罗莎琳·希金斯（
Rosalyn
Higgins）最先讨论的问题，即联合国政治性机构如何运用它们被授予的权威。
在第四章中，作者再次考察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造法权力，把它作为一种案例研究，据此描述安理会特
殊的造法功能，以及区别政治权力与法律之间的界线。
进而，作者描述了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制定标准的方法，这些方法从阅读它们各自的宪章中是不容易看
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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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何塞·E.阿尔瓦雷斯 译者：蔡从燕 等
　　何塞.E.阿尔瓦雷斯，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现为纽约大学法学院Herbertand Rose
Rubin国际法教授，兼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特别顾问，曾任美国国际法学会主席(2006~2008
年)。
在1989年进入学术界之前，阿尔瓦雷斯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从事涉及伊-美求偿庭争端解决、双边投资条
约谈判以及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法律事务工作。
阿尔瓦雷斯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国际公法(特别是国际组织法、国际刑法以及联合国法)和国际投资法
。
阿尔瓦雷斯出版了《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2005)、《调整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的国际公法》(2011)、
《演进中的国际投资体制：现实、前景与选择》(2011)等著作，在《美国国际法杂志》、《欧洲国际
法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超过70篇的学术论文，其中多数拥有极高的引用率。
蔡从燕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9)、2011-2012年度纽约
大学法学院中美富布赖特学者暨“全球研究人员”(Global
Research
Fellow)，目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风险社会与国际法律过程变革、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以及国际投资
条约的结构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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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关注“国际组织”的原因／
　第二节 界定国际组织／
　第三节 学术史
　　一、功能主义理论
　　二、现实主义
　　三、分解主义者
　　四、批判理论
　　五、建构主义
　第四节 学者与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
第一部分　国际组织法
　第二章 “宪法的”解释
　　第一节 国内类比
　　第二节 谁来解释国际组织的宪章　　
　　第三节 如何解释国际组织的宪章／
　　　一、关于条约解释的维也纳规则
　　　二、组织实践
　　　三、默示权力
　　　四、意图
　　　五、为什么要解释国际组织的宪章
　第三章 （重新）介绍国际组织法
　　第一节 国际组织造法：对《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考察
　　第二节 “内部”法的“外部”扩散效果
　　　一、联合国大会的财政权
　　　二、法律人格及其后果
　　　三、《联合国宪章》项下权力的所谓条约依据
　　　四、所列举权力的限度
　　　五、制定外部规则与制定内部规则之间的区别
　　第三节 对通过联合国政治机构发展国际法的重新考察
　　　一、国家地位与参与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
　　　三、国内管辖概念的式微与人权
　　　四、安理会与《联合同宪章》第条第款
　第四章 国际组织法的各种形式
　　第一节 作为造法者的安理会
　　第二节 安理会：在权力与法律之间
　　第三节 其他国际组织中的标准制定：一种
　　有选择的考察
　　　一、《食品法典》
　　　二、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与建议措施》
　　　三、国际组织的“咨询性”资料
　　　四、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
第二部分 多边条约的缔造
第三部分 组织化的争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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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以及大量的跨国规制组织（此类组织多数并非根据正式的条约建立，但规制特定领域的政府
官员，包括那些涉及规制银行、国际证券以及跨国犯罪的政府官员都参与其中）也日益进行互动。
虽然国际组织之间，或者国际组织内部不同机构之间的投票程序与要求相差悬殊——从一些情形下的
一致同意到基于不同的加权表决制的多数决程序，但在国际组织的投票方面已经出现了两种相互间并
非完全不矛盾的趋势：一方面，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正式付诸投票时背离了一致同意规则；另一方
面，较之不遑多让的另一趋势是，在“协商一致”（由此避免进行正式的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运作。
遵循多数决表决规则的国际组织或者它们的内部机构被视为对主权的威胁，当它们被授权对持异议态
度的国家的反对采取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动时尤其如此。
那些采取加权表决制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其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永久性席位与否决
权，并且允许超过190个国家中的区区九国进行投票后就可以采取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动，也被视为是
对主权平等原则的威胁。
与更为传统的，19世纪时缔结条约的会议普遍采取的“一国一票”制相比，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进行决
策，尤其一些国际组织内部盛行的以不太正式的方式进行决策——其中浓厚的政治压力不会“妨碍”
共识的形成，也被认为较少地保护主权者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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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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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