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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德国是一部非常流行的国际法教科书，由十位德国教授合力撰写而成，这些学者中多半兼
任德国法院的法官，因此本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理论结合实践的特色。
此次引进本书的最新版，可使国内读者更清晰准确地看到国际法在欧美国家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际法的规则主要是欧美国家制定的，熟悉规则的制定背景才能更有效的运用规则，最终参与制定规
则。
在此意义上，本书的引进非常适时。
同时，本书文字通达晓畅，德国学者对国际公法的宏观把握和具体问题分析的丝丝入扣都在本书得以
体现。
上述因素使得本书最终成为一部优秀的国际公法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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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W·G·魏智通，博士，荣誉博士。
图宾根大学教授。
吴越，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毛晓飞，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助理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2003年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
2010年起受聘德国柏林大学自由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竞争法与管制法（中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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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果说基本法第25条2句后半句对某些针对国际法的一般规则而言没有意义，因为它们不产
生宪法上所预期的法律后果，那么另外一些规则则缺乏具体的对象（即只具备宣言性质），因为这些
规则已经按照基本法第25条1句的效力条件个别地转化为了国内的权利与义务。
这些国际法规则包括已经在国际法上规定了个人的权利或者义务的规则。
首先是习惯法承认的一般人权，不过它对基本法构造人权保护体系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
另一方面，条约的人权保护措施则对联邦德国具有约束力，这些措施经过条约法的转化后成了国内法
（但仅仅具有与国内法律相同的地位，参见段110以下），类似地还有那些一般国际法所铸造的违背人
权的法律构成要件（如禁止海盗与拐卖人口，甚至禁止劫机），它们已经被吸收到刑法中。
对后一类规范即对违背人权的刑事处罚而言则不能理解为只能按照国际法的要求来构造刑事制裁的要
件，因为国际法将刑事制裁的衡量交给了国内的立法者，正如基本法第103条2款所要求的那样。
至于国内立法机构在这方面的不作为可能违背国际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单凭国际法还不足以形成国内的刑事制裁秩序。
 基本法第25条2句后半句的“生产规则”对那些适合个人主张权利的、针对国家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而
言具有意义（不是指已经承认了个人权利的规则，例如“和平”地“无害”地通过别国领海的权利）
。
不过，结合基本法第25条1句来看，对基本法第25条2句后半句的上述诠释是否只具备宣言性质则存在
争。
即使肯定这一点，则无论如何不能按照基本法第25条2句后半句来确定那些针对国家的一般国际法规则
是否具有个人权利性质。
 即使认为基本法第25条2款只对个人权利具有确认性质，这种表述也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同样，即使认为基本法纯粹只是一种宣言，也只有强行的理由（尤其是目的性与系统性解释）才能推
翻符合其字面意思的解释。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基本法第25条2款后半句要求所有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以对德国法有效者为限）的
适用对象与内容需要经过国内法的转化（由国际法目的性所决定），而不能直接对个体发生效力；基
本法第25条1句只是赋予了其客观的有效性，只有通过基本法第25条2句后半句才使得其具备了对法律
主体的效力。
这同时也说明了要独立地看待基本法第25条的两句话的含义。
此外，也不能认为“国际法友好性的”宪法解释或者一般法律解释优先于其他的解释方法。
基本法对“国际法友好性”所要求的“度”取决于其具体条款的安排，而不一概而论。
 接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基本法第25条2句意义上的国际法规范必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
转变为个人权利（或者义务）？
当然也许可以认为这取决于规范所反映的利益，即国际习惯法上的某个“一般规则”是否是为了服务
于个人的利益。
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针对国家的国际习惯法规范（也就是说原本不是直接规定个人的法律地位的
规范）其实是为了通过国家来平衡个体的利益。
这些规范从其产生背景来看也不具备“保护导向’’（采用这个术语是为了与国内法的分析问题方式
作一个对照）。
因此，只要我们承认不能反过来按照国际法自身来决定并认为这些“一般规则”只能由国家来执行，
对某个“一般规则”的解释也必须从原则出发，以维护基本法第25条2句后半句的目的。
从其目的来看，基本法第25条2句是为了给国际法提供空问，而不是反过来制造与国内法的冲突。
因此，上面例子中的国家对他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按照德国法也就成了个体的权利。
反之，虽然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也可能由个体（如贸易公司）来有效地实施，但是这毕竟是“国
之为国”专有权利。
同样，按照一般国际法，间谍活动虽然是“允许的”（确切地说，国家间关系中缺乏对间谍违法行为
的相关法律后果），但并不是说间谍就有（国际法上的）正当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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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第5版)》首先针对学生和准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提供一个国际法的全面系统的阐述。
笔者意在使《国际法(第5版)》成为学习和准备考试的工具书，而非一般的初级读物和简单课本。
通过汲取大量的学术著作，法院判决和国家实践，《国际法(第5版)》有助于读者从国际法的全局和历
史的深度进行透彻的研究。
相关专业的人士也可通过《国际法(第5版)》了解国际法的基石出原理、内在联系及产生的影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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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