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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环境、人权等领域为先导，一场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在国际事务中“参与的革命”悄然兴起。
[1]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制定和生效到1997年《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以及2008年《集束弹药
公约》的出台，从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多哈回合有关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到哥本哈根和坎昆有关后《京都议定书》气
候变化国际协定的酝酿，在各种重要国际谈判场所的台前幕后，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和影响几乎无处不
在。

　　与此同时，围绕非政府组织的质疑和争议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这些质疑，既涉及非政府组织本身在透明度、责任性和合法性（
legitimacy）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涉及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参与国际决策的有效性。
这就表明，准确把握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晚近趋势和问题，对其地位和作用加以重新审视并提出相应对
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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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研究项目（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0年）、中国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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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迎接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革命”——代序言
一、全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态势及动因
二、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与日俱增的相互依存
三、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走向“国际非政府组织法”？

四、关于本书的结构和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非政府组织、全球社团革命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一、非政府组织、全球社团革命与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背景
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主要活动
三、全球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四、问题与展望
第二章 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
一、非政府组织是什么，它们做什么？

二、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
三、非政府组织是如何改变国际法的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合法性
五、走向咨询非政府组织的义务
第三章 评论：非政府组织的辩证法
一、非政府组织是什么，从哪里来？

二、非政府组织目前情况如何？

三、非政府组织要到哪里去？

四、如何认识非政府组织？

五、非政府组织与中国
六、结语
第二部分 具体领域
第四章 非政府组织对多边贸易规则的影响
一、非政府组织影响国际贸易规则的方式
二、非政府组织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程序并影响国际贸易规则的解释
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影响所引发的冲突
五、结语
第五章 非政府组织与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参与、影响及启示
一、集束弹药及其法律规制：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到“奥斯陆进程”
二、非政府组织对禁止集束弹药进程的推动
三、从《集束弹药公约》的主要内容看非政府组织的影响
四、几点启示——走向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
第三部分 挑战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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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所面临的能源问题、生态问题及各种危机便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
日趋严重。
二战以后，这些危机更具全球性、全面性、相互缠结性和挑战性。
首先是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的枯竭导致全球共同的环境退化问题已经超过了关键的临界点，全球变暖、
臭氧层消失和生物物种减少的趋势和速度丝毫不见减缓的迹象。
其次是全球人口和人均资源消费量的快速增长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森林砍伐、土
地沙漠化与土壤退化、能源和资源短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而全球人类的工业化方式、消费方式和贫
困状况并没有根本转变，但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人口却依然在快速增长。
再次，西方工业化方式在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普及和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进导致污染的跨国扩散乃至全球
扩散——海洋、河流和大气污染已达到了区域化扩散的程度，早期在欧洲和北美的污染问题已扩散到
了拉美、环太平洋地区，危险品和有害品的贸易从北方传到南方，核技术扩散带来的核威胁更是传遍
各大洲。
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性危机——毒品、艾滋病、恐怖主义等社会问题也
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蔓延。
这些全球性问题和各种危机的出现，严重地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安全，从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
然而由于这些问题的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又都无力单独解决。
国际舞台上的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虽然为协调各国政策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这些协调政策也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面对这些严峻的人类生存危机，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自我组织并行动起来。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动员人们广泛参与，开展全球性的组织活动，宣传对于全球问题的各种政策主张，
倡导新的全球意识，即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全球整体性的思维与观念来认识、分析、处理当代国
际关系，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密集的全球公民社会行动网络，于是一种全球层面上的非政府力量和市民
社会运动在人类共同应对各种危机的努力中日渐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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