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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9_99_85_E6_B3_95_c36_50217.htm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

的过程中形成,并经各国协议公认,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国际

法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包括由国际

习惯组成的习惯国际法和由各国协议承认的国际约章组成的

协定国际法两方面的内容。一、 际法的特征国际法是法律的

一个特殊体系，是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有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律，而是抽象的自然法则，是

国际道德或国际礼让，是一种道义的力量。其实，国际法作

为法律，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和普遍遵守，违反国际法只

是少数的例外，且要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法律制裁，国际法

并不因为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而失去其法律性质。当然，国际

法与国内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国

际法的调整对象、法律渊源等方面有不同于国内法的重要特

征。（一）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国际法的性质和

国家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和法律属性，决定了国际法的主体

主要是国家。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国际关系主要

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最主要的地

位和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国家拥有主权，决定了国家能独立

自主地对外交往，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是国际法最基本的主体。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

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国际交往，它们也应遵



守公认的国际准则，在国际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但是，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虽已具备了国家的某些特征，

但因未最终形成为国家，不能像国家一样拥有完全的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力，而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由国家通过签订条约建

立的，其国际交往的能力是国家通过条约赋予的，只能在有

限的范围内进行交往。因此，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

间的国际组织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构成国际法的

主体，受国际法的调整。在国际法中，尽管有关于人权国际

保护、外交代表特权与豁免、对战犯进行审判等的规定，但

这并不表明国际法律关系的权利与义务由个人来承受，个人

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同样，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法人可

能成为国际私法或涉外经济法的主体，但不具备参与国际法

律关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不构成国际法的主体。国

内法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国家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

构成国内法的主体。（二）国际法的法律渊源是国际条约和

国际习惯。与任何国内法一样，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

由习惯规则到成文法的发展过程。国际习惯是国际交往中不

成文的行为规则和国家间的默示协议，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

而被认为有法律约束力的结果。国际法最初的形态即是所谓

的习惯国际法，其法律渊源都由国际习惯组成，因而可以说

国际习惯是国际法最古老、最原始的渊源。国际条约是指国

际法主体之间根据国际法而订立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书

面协议，是现代国际法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古往今来，国际

条约汗牛充栋，浩若烟海，能成为国际法渊源的条约，通常

是指大多数国家参加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造法性条约，即创

设新的、公认的国际法规范或者修改、变更原有的规范的条



约。契约性条约不能构成国际法的渊源。国内法的渊源是一

国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和经统治阶级认可的习惯规则，在

英美法系国家中，国内法的渊源还包括法院的判例。国家缔

结或者参加了国际条约，就负有在其境内善意履行条约的义

务，有的国家的宪法规定，国际条约构成国内法的渊源。但

相对应的情况却是，国内法的规定仅可能构成国际法的证据

，而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三)国际法的制定者是国际法

主体国家。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组成，国家平等原则既是国

际法的基本原则，又是国家间进行正常交往的根本保证。国

际法是平等者之间的法。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

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制定国际法，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是国家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国家之上的组织，并且联合国

等国际组织并不是制定国际法的立法机关。除习惯国际法外

，国际法是由其主体，主要是国家通过协商的方法制定，国

际法规范从各国间达成的协议中产生。国际法不是由少数国

家或国家集团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国际法由其主体通过协商一

致的方式制定，各国更能自觉地予以遵守，这是国际社会不

存在一个执法机关，但国际法并不比其他法律体系更经常地

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四)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各国意志之

间的协议。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指国际法依靠什么而对国家

具有拘束的效力。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自然法学派认为

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人类良知”、“人类理性”和各民族

法律意识的“共同性”。实在法学派则主张，每个国家的意

志或国家的“共同意志”决定国际法的效力。我们认为，国

际法效力的根据既不是自然的法则，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意志

或国家的“共同意志”，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



，对国家具有拘束力，而国际法又是国家协商制定的，因此

，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就是各国之间的协议，或者说是各国意

志之间的协议。当然，国家意志之间的协议并不是指国家自

由意志之间的协议，国际法是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

，国际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国际法的发展，因此，国家意志之

间的协议是指适应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意志

之间的协议。（五）国际法的强制力是以国家单独、集体或

通过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为保障的。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

法律对其主体具有强制性的拘束力，任何一个主体违反了法

律，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直至受到法律制裁。国内法的强制力

是由国家有组织的强制机关军队、监狱、警察、法庭等保证

实施的。在国际社会，不存在有组织的超越国家之上的强制

机关，联合国国际法院以及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对国际争端的

管辖和裁判权限，是以当事国的自愿为前提，不具有强制性

。某些国家自诩为“世界警察”，设立了“人权法庭”，这

只是违反国际法的强权政治的表现，根本不能以此来保证国

际法的实施。《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的任何会

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和维持

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

自卫的自然权利。这表明对违反和破坏国际法的国家，可以

由被害国单独或集体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或由国际组织实

行必要的制裁，如抗议、警告、召回驻外使节、中止或断绝

外交关系、经济封锁、武装自卫等，使有关国家停止侵害行

为，以达到保证国际法实施的目的。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还

击战，1991年多国部队根据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对伊拉克采取

的军事行动等，是国家单独和通过国际组织集体采取措施保



证国际法实施的例证。是国际法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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