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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主权的萌芽——现代国际法的启示与回应》所提出的“人类主权”概念及其构成要素的初
步萌芽，对国际法学界而言属标新之论，要在逻辑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此种宏观范畴的理论创新加强其
说服力以证成其科学性，就须沿着启示和回应的思路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以实证
的方法为人类主权的创新性奠定社会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复合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内法研究的国际转向、国际法的效力强化以及国
际法和国内法的良性互动都要求现代国际法理论提供并奠定于新的法理基础。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理化要求对全球化之下的法学理论中的语境和概念进行重构，而本书中对有关
权利、权力和法律等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界定为人类主权概念提供了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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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河，男，1973年10月出生，湖北浠水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199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4年、2007年分别获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法学评论》、《江苏社会科学》、《武汉大学学报》等重点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10篇
。
参与省部级社科重大研究课题多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环境法和国际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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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何主权都是一定社会共同体范围内的人们为了保护基本权利而共同让渡其一部分权利而形成。
在缔结社会契约之前，共同体之内的所有人必须对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达成共识，同时，转让其他次
要权利，否则人们便无法实现其基本权利。
人生而平等，并拥有许多共同的基本权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个人的自助是否能实现和保障这
些基本权利是由社会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
有的基本权利在原始社会可以不依赖于主权而通过自助实现，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新的经济、科技
条件的出现，侵犯基本权利的可能性与恐怖性日益增加，这时必须通过新的社会契约转让一部分权利
或主权来保护那些天赋不可让渡的权利。
新的主权形成通过两种途径或两种可能来实现：因为现有的社会共同体并不存在保障人们基本权利的
公共权力，在此情况下，权利主体必须转让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为新主权提供合法性来源；第二种途径
是，原社会共同体里已经存在基本权利的保障权力，只不过因为更为宏观或者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的
出现，原社会共同体不能有效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这时就必须削弱原主权者的权力而转让给新主权
者，当然这当中存在一种微妙的质量互变规则。
新的主权国家时代的社会契约不同于原始自然状态的社会契约。
在原始自然状态下，虽然除了生命权以外人们并没有就需要保护的基本权利达成广泛的共识，但是人
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的恐怖性足以要求人们缔结社会契约。
在现代国际社会，新社会契约的缔结基于人类对基本权利的共识以及各主权国家对其实现的客观不能
或主观不愿，并不是基于一定的恐怖状态，尽管有时恐怖性可以促进这种共识的达成。
国际法的某些实体法律制度为这种权利的共识与合法性提供了法律基础，而最为典型的领域就是国际
人权法。
人类基本权利的共识为人类主权提供了实体法基础，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人类主权的萌芽提供了程
序上的法律基础。
严格说来，个人并不是国际法的主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主权国家必须就新主权者予以保障人
类的基本权利达成共识或缔结反映这种共识的国际条约，它们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交往和行为规则，
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际合作原则为之提供了程序法基础。
此外，国际条约法也为各国的谈判和缔约提供了法律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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