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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涉及国际关系的诸多领域。
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内容庞杂，自成体系。
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在国际交往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本教材介绍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精选了国际关系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
域的重要的国际法规则，基本涵盖了国际法的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14章，第一－三章是国际法总论，包括国际法的概念、性质、渊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家的构成要件、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际法上的个人等。
总论部分是国际法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可为深入学习国际法打下基础。
第四～十四章，具体介绍了国际法中领土、外交关系、条约法、国际组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
关系的基本规则。
　　本教材的特点是突出实用性。
每章后都结合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中国运用国际法的许多实践问题，从而帮助读者
在掌握国际法基本理论、规则的基础上，增强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由陈曦、宋珊珊担任全书的统稿工作。
全书编写分工为：　　陈曦编写第一－三章；石莉参与编写第三章；宋珊珊编写第四－六章；向群编
写第十三章；万志红编写第九－十章；周慧女编写第七－八章；周宏宇编写第十一、十二、十四章。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对于书中存在的疏漏或不妥之处，敬请同行、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难以一一罗列，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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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学》阐述了国际法的总论，包括国际法的概念、性质、渊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
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家的构成要件、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及国际法上的个人等。
具体介绍了国际法中领土、外交关系、条约法、国际组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
。
　　《国际法学》主要适用于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以及供社会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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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订131第五节 中国关于条约的立法与实践133核心提示135思考题135第九章 国际组织法136第一节 
国际组织法概述136第二节 国际组织的一般法律制度139第三节 联合国体系143第四节 区域性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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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方法171第三节 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法172第四节 国际组织与国际争端的解
决176核心提示178思考题179第十二章 国家责任法180第一节 概述180第二节 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18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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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185第十三章 国际刑法186第一节 概述186第二节 国际犯罪及其责任189第三节 国际刑事司法协
助194第四节 国际刑事法院198核心提示201思考题201第十四章 国际人权法202第一节 概述202第二节 国
际人权法的条约体系和主要内容204第三节 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机制207核心提示209思考题209参考文
献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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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引渡的对象　　引渡的对象即被请求国指控为犯罪或判刑的人。
他可以是请求国的国民、被请求国的国民或第三国的国民。
通常，各国都拒绝引渡本国国民，此即“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4.可引渡的犯罪　　可引渡的犯罪一般是普通刑事犯罪，且必须是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都
认定为犯罪的行为，这叫“双重犯罪原则”或“相同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
但是迄今为止，国际法上并不存在政治犯的定义。
实际上这个定义是很难达成的，因为在一个国家属于应该保护的政治运动，在另一个国家很可能属于
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
这个难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容易解决。
实践中，是否属于政治犯，由被请求引渡国家决定。
一般而言，战争罪、灭绝种族罪、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人员罪、空中劫机罪等不应视为政治
犯，可以引渡。
　　5.引渡的程序　　引渡的请求和答复一般可通过外交途径办理。
引渡请求应以书面方式提出，如无外交代表则由领事转达，或由各国政府直接通知。
引渡请求书应附有一些必要的证明材料。
被请求国应依其国内法程序处理引渡请求，引渡请求须经被请求国的主管司法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司
法审查和行政审查，此即“双重审查原则”。
作出是否引渡的决定后，应迅速将决定通知请求国，无论全部或部分拒绝请求，均应说明理由。
请求被接受，由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安排移交罪犯的时间、地点、条件和交接方式。
罪犯移交完毕，引渡程序即告结束。
　　6.引渡的效果　　请求引渡国把罪犯引渡回国后，只能就其请求引渡的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对被引
渡者进行审判和处罚，这就是“罪行特定原则”。
请求引渡国一般不得对引渡理由以外的其他犯罪进行审判或处罚，也不得将被引渡者再次引渡给第三
国。
　　二、庇护　　1.庇护的概念　　庇护是指国家对于因政治原因而被外国追诉或受迫害而来避难的
外国人，准其入境和居留，并给以保护。
从庇护的概念可以看出，庇护与政治犯不引渡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国际法上，给予庇护的权利是以国家的属地优越权为依据的。
各国对于在其领土上的任何人，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都有根据其宪法或法律进行保护的权利。
这种权利完全属于给予庇护的国家，不是个人的权利。
是否给予某个人庇护，完全由一国决定，外国人没有向有关国家要求给予庇护的权利。
因此，在国际法上，国家一般没有庇护的义务。
是否给予外国人以庇护是主权国家决定的事项，因此一般都在国家的国内法当中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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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学》介绍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精选了国际关系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领域的重要的国际法规则，基本涵盖了国际法的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14章，第一－三章是国际法总论，包括国际法的概念、性质、渊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家的构成要件、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际法上的个人等。
总论部分是国际法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可为深入学习国际法打下基础。
第四～十四章，具体介绍了国际法中领土、外交关系、条约法、国际组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
关系的基本规则。
　　《国际法学》的特点是突出实用性。
每章后都结合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中国运用国际法的许多实践问题，从而帮助读者
在掌握国际法基本理论、规则的基础上，增强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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