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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罗马法、格老秀斯的国际法学说与西方法哲学的结合角度，较全面地探索了现代国际法的基本
原理，包括绪论、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法的庥、国家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国际法上的个人、国际人
权法、国际法上的领土、海洋法、国际航空法与外空法、国际环境法、外交关系法、条约法、国际组
织法、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战争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等16章。
全书资料详实，观点鲜明，试图建立独特的理论体系，原创性突出，并附录大量参考文献。
可供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研究生教学，亦可供从事国际法理论研究或实践工作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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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乃根，男，1955年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等学术职务，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
1989年以来，多次赴北美、欧洲各国，先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
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加拿大约克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德
国马克斯- 普朗特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客座教授。
主要学术领域：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与西方法哲学；代表性著作有：《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
（1999年）、《中国知识产权法》（主编，1998年）、《经济学分析法学》（199年）、《西方法哲学
史纲》（199年，2002年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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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联合国《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6)国家的权利包括：　　1．独立权，每个国家有权
自由行使其一切合法权力，包其政体之选择，不接受他国的命令。
这是主权的首要内容，对内独立处理本国事务的权力，对外平等交往，主权国家之间没有在上者。
　　2．领土管辖权，每个国家对其领土以及域内一切人或物具有管辖权。
除国际法公认豁免。
这是领土主权。
管辖是程序概念，因此，独立权与领土管辖权是实体与程序的问题，两者不可分。
因此，下文研究的管辖权以及国家豁免，实质是主权问题。
　　3．平等权，各国之间在法律上平等。
这是独立权对外时的具体表现。
主权国家之上无命令者，相互间就存在平等关系，如同民事关系主体都是平等一样。
　　4．自卫权，在遭武力攻击时，各国可单独或集体自卫。
这如同个人最后的权利一样。
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个人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即便在主权在民的议会体制中，个人仍然
保留最后的，以暴制暴的自卫权，即可以用武力推翻违背民意的政府。
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什么世界政府．因而没有国内政治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倒象刑法中的正当防
卫权，即在紧急状态下。
法律允许自卫。
　　虽然，上述宣言草案从未正式生效。
但是，上述国家权利在《联合国宪章》中以“国际法原则”的方式明示规定。
　尤其是“主权平等”原则。
这是现代国际法的核心内容。
　　四、国家的经济权利　　传统国际法所说的主权，或上述国家权利，都是从国内政治学意义上的
主权发展而来的。
根据西方的市场经济哲学，政府不干预个人的市场交易行为，民法上的个人意志自由，具体的契约自
由，以及契约对当事方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等等，都表明，西方原先的主权在民，人权保护等，都是
针对公民政治权利这类公权而盲，经济方面的权利则属于私权。
当然，西方社会宪法性的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个人自由的民事行为提供了最基本
的保障。
按照洛克的理论，个人的财产权是最重要的。
没有财产，无生存条件。
从这一点出发，他甚至将所有的人权都表述为“财产权”。
这表明了财产对于个人的极端重要性，如同领土对国家的重要性一样。
　　由于传统的主权概念侧重于政治方面，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几乎没有谈及国家的经
济权利。
战后，尤其是60年代之后，一大批从原先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新兴国家，要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
在经济上独立，国家的经济权利问题因此突出。
联合国大会于1963年、1974年先后通过了(关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决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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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　　序　　中青年法学文库　　总　　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　成为全人类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　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　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
随着社会蛄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其独立的地
位。
然而，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
行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先天既不足，　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良好环境。
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样的成绩。
不过，至今没有一套由本国学者所撰写的理论法学丛书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我们认为。
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比起自然科学，　法学与生活现实固然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光镜，或只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
法学应当有其超越的一面，　它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导引。
在建设性的同时，它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
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
　它还要在外来学说与固有传统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追求适度的超越，从而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
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
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家的使命，　而为这种使命的完成而创造条件乃是法律出版者昏寺职责。
　　“中青年法学文库”正是这样一套以法学理论新著为发表范围的丛书。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成为高层次理论成果得以稳定而持续成长的一方园地，　成为较为集中地展示中国
法学界具有原创力学术作品的窗口。
我们知道，要使这样的构想化为现实，除了出版社方面的努力外。
更重要的是海内外中国法学界的鼎力推助和严谨扎实的工作。
“庙廊之才，　非一木之枝”；清泉潺潺，端赖源头活水。
区区微衷，　尚请贤明鉴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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