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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班听课笔试（7）第七章 条约法 国家对外代表机关：国

家元首，政府及其首脑，外交部门。(均是正职，不包括副职

，副职要有全权证书)第一节 概述条约的定义和特征 国家间

所缔结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A．在国际法主体间缔

结；B．具有法律拘束力；C．以国际法为准；D．主要是书

面形式条约的分类A．造法性和契约性；B．双边条约和多边

条约；C．多边分为：开放性和非开放性；D．缔结程序复杂

条约和缔结程序简单条约第二节 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一、 缔

约能力和缔约权二、自由同意（错误、诈欺和贿赂、强迫不

能被认为是自由同意）三、符合强行法规则A．在缔结时与

强行规则相抵触，自始无效；B．缔结后与强行规则相抵触，

自发生抵触时失效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有（ ABD ）。A．符

合强行法规则B．缔约国自由同意C．具备条约文本 D．具有

缔约能力和缔约权第三节 条约的缔结一、 条约的缔结程序和

方式（一）约文的议定 谈判、起草、草案商定（二）约文的

认证 草签、待核准的签署或暂签、签署、通过草签；待核准

的签署或暂签；签署：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法律意义：来源

：www.examda.com （1）如经条约规定或各有关方约定，签

署意味着签字国同意受条约的拘束，签署就具有了认证和接

受拘束；（2）对规定或约定需要批准的条约，签署除对约文

的认证外，含有签署者代表的国家初步同意缔结该条约的意

思，尚无法律拘束力，但不应作出有损条约的行动；若签署



国明确表示不予批准，则只有认证作用。（三）表示同意受

条约的拘束 签署、批准、加入、接受和赞同二、条约的保留

保留的概念与范围 保留是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缔约自由同

意要件为根据，双边条约一般不发生保留问题 保留的接受保

留的法律效果1． 在保留国与接受保留国之间，按保留的范

围、改变该保留所涉及的一些条约规定；2． 如果保留经另

一缔约国反对，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并不因此而产生

效力；3． 未提出保留的国家之间，按照原来条约的规定，

无论未提出保留的国家是否接受另一缔约国的保留。例外

：A．条约禁止保留；B．准许特定保留；C．与条约目的和

宗旨不符三、条约的登记第四节 条约的效力条约的生效A．

经签署后后生效；B．经批准通过或交换批准书后后生效；C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生效；D．规定于一定的日期生效

条约的适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条约适用范围 条约的冲突)A

．后约取代先约，适用当事国相同；B．后约优于先约，适用

部分当事国相同条约对第三国的效力1、有意为第三国创设义

务，须经第三国书面明示接受2、有意为第三国创设权利，原

则上应得到第三国同意，不必须以书面方式3、使第三国担负

义务时，该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国与该第三国同意方得取

消或变更。第五节 条约的解释和修订条约的解释1、一般规

则：A．根据通常含义和上下文；B．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

；C．善意解释2、辅助规则：A．条约解释补充资料；B．两

种以上文字的条约解释如果一个条约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

字写成，除条约规定遇有解释分歧时应以某种文本为准外，

每种文字的文本同一作准；作准文字以外的条约译文，不能

作为作准文本，但在解释时可作参考；条约用语在各作准文



本内应推定意义是相同的，如有分歧，除条约明文规定的一

种文字解释外，各方只受其本国文字约文的约束，而且不得

从对方文字约文的不同解释中获得利益；两种以上文字同一

作准之条约没有规定以某种文字为解释的根据，如遇解释分

歧而且按照上述办法不能消除分歧时，应采用在考虑条约的

目的及宗旨下最能调和各约文的意义。 甲乙两国缔结某条约

时，约定甲乙两国文字的文体同样为作准文本，并以第三种

文字的文本作为参考文本。条约生效后，两国发现三个文体

的某些用语有分歧：依乙国文字文本进行解释对甲国更加有

利，而依据第三种语言文本进行解释，对乙国更有利。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列关于该条约的说法哪个是正确

的？（2002年试题） A．甲乙两国应接受各自语言文本的拘

束 B．甲国可以仅根据乙国文本进行解释适用，因为该文本

对其有利且为作准文本 C．乙国可以根据第三种语言的文本

进行解释适用，因为该本文为参考文本，不必考虑甲乙国语

言文本 D．由于三种文本用语有分歧，该条约无效 答案：A

。 条约的修订1、多边条约修正：须通知一切缔约国，若一

国不同意则适用未修正条约；2、多边条约修改：在部分当事

国间进行，前提是条约本身允许修改。第六节 条约的终止和

暂停施行条约终止和暂停施行的原因 条约终止和暂停施行的

程序及后果第八章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第一节 国际争端与解

决方法国际争端的概念1、类型：政治性争端、法律性争端、

事实性争端；2、解决原则：和平方式、不得把意志强加于对

方、自由选择一切合法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强制方

法（武装行为，平时封锁，干涉，反报（对象是不礼貌、不

友好但不违法行为）和报复（对象国际不法行为）） 非强制



方法) 甲国是一个香蕉生产大国，其蕉农长期将产品出口乙国

。现乙国颁布法令，禁止甲国的香蕉进口。甲国在要求乙国

撤销该禁令未果后，宣布对乙国出口到甲国的化工产品加

征300％的进口关税。甲乙两国间没有涉及香蕉、化工产品贸

易或一般贸易规则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对此，下列判断哪个

是正确的？（2002年试题） A．乙国的上述做法违背其承担

的国际法上的义务 B．甲国的上述关税措施违背其承担的国

际法上的义务 C．甲国采取的措施属于国际法上的反报措施

D．甲国采取的措施属于国际法上的报复措施 答案：C。 反

报是指一国对他国不礼貌、不友好或不公正但不违法的行为

以同样的或类似的行为作为的回报；报复是指一国对另一国

的国际不法行为采取与之相应的措施作为回应。 两者的区别

主要在于引发的原因上：报复所针对的是一种违反国际条约

或双边条约义务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引起反报原因，通常不

是不礼貌、不友好或不公正的行为，而非违反国际法的不法

行为。 在本题中，既然甲乙两国间没有贸易方面的双边、多

边条约，那么在贸易领域两国间互不承担任何国际法上的义

务，乙国颁布法令和甲国征收关税都是一国自己的内政事务

，因而A、B两项错误；同理乙国对甲国既不负担任何国际义

务，颁布禁止甲国香蕉进口法令就不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甲

国对乙国该不法行为采取的对乙国化工产品进口加征关税的

措施也就不会构成报复措施，而仅是对他国不公正的贸易措

施做出的类似的回报，目的在于迫使对方改变对自已的不公

正的待遇，所以选择C甲国该行为是反报措施正确。 第二节 

政治方法和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

方法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和解国际组织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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