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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书记官长兹向缔约国会议提出缔约国提名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选举候选

人简历，有关的选举将在第十八次会议举行。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名单载于

SPLOS/171 号文件。 

 

 二. 候选人简历 
 
 

  约瑟夫·阿克勒 

(黎巴嫩) 
 

出生日期、地点： 1936 年 8 月 5 日生于黎巴嫩达穆尔 

语言： 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 

学历和专业经验： 1952 至 1956 年 在秘鲁特师范学校和法国埃克斯昂普

罗旺斯读教育心理学。 

1961 年 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法律系公法硕士。 

1962 年 巴黎大学法律系公法博士。 

1956 至 1963 年 国家教育部教师。 

1963 至 1973 年 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法律系公法助理教授。 

1963 至 1966 年 外交部行政和领事事务司处长。 

1966 至 1972 年 国际组织、会议及条约司助理司长。 

1973 至 1978 年 黎巴嫩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使馆一等参赞。 

1978 至 1983 年 外交部法律顾问兼研究和文件中心主任。 

1980 年 1 月 25 日 晋升大使级。 

1983 至 1990 年 黎巴嫩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1991 至 1994 年 黎巴嫩驻哥伦比亚大使。 

1994 至 1996 年 外交部法律顾问兼研究和文件中心主任。 
 
 

 黎巴嫩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第

二十七届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第三十三届会议、第三十四

届会议、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三十七届会议、第四十九届会议和第五十届会议；

并任黎巴嫩第六（法律）委员会和特别政治委员会代表。 

 黎巴嫩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

（1968 年，新德里）、77 国集团部长级会议（1971 年，秘鲁利马）和联合国环境

会议（1972 年，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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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代表团成员，出席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会议（1981 年、1982 年 1995

年和 1996 年）。 

 黎巴嫩代表团成员，出席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国王和国家元首首脑会议

（1982 年，非斯）和两次外交部长筹备会议（1981 年，非斯；1982 年，莫哈马

地亚）。 

 黎巴嫩代表团成员，出席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会议（1982 年，尼阿

美）。 

 黎巴嫩代表团成员，出席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95 年，哥伦比亚卡塔赫纳

至德印地亚斯）。 

 1979 年 3 月 24 日当选阿拉伯国家联盟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并于 1982 年 3

月再次当选。当选该委员会 1983 年主席。 

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出席以下会议： 

•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问题的国际会议（1971 年，蒙特

利尔）；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1973 年，蒙

特利尔）； 

•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外交会议（1978 年，维也纳）； 

•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八、九、十、十一届会议（1979 年至 1982

年，纽约和日内瓦）； 

•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第二届会议（1996 年，金斯敦）。 

 1996 年 8 月 1 日当选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 

 1997 年 2 月 27 日当选为海底争端分庭庭长。 

 1999 年 5 月 24 日再次当选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 

 自从 2002 年以来一直担任法庭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主席。 

 2005 年 10 月 1 日当选法庭副庭长，任期三年。 

 撰写关于国际公法、海洋法、关于海洋法法庭及其管辖权的多篇文章和报

告。 

 黎巴嫩政治科学协会成员、国际海洋法协会创始成员，并自 2001 年以来

一直担任该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美国国际法学会以及法国国际法国学会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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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巴梅拉·恩戈 

(喀麦隆) 

[原件：英文和法文] 

出生 

 1931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喀麦隆。 

教育 

 律师，法学家；英国律师协会成员（1959 年，伦敦，Middle Temple Inn） 

专业经验 

 拉各斯（尼日利亚）和南喀麦隆法律部女王陛下检察官（1959 年至 1961 年）；

南喀麦隆治安法官（1961 年至 1965 年）；喀麦隆联邦司法委员会资深委员（1961

年至 1969 年）；无官级特命全权公使（自 1969 年以来）；国际法院有关北喀麦隆

案的喀麦隆副代理人兼法律顾问（喀麦隆诉联合王国案）（1963 年）；喀麦隆驻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波恩大使馆（1964 年）、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大使馆（1965

年至 1968 年）公使衔参赞和喀麦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1968 年至 1973 年）；外

交部长办公室技术顾问（1973 年至 1982 年）；喀麦隆雅温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海

洋法讲师（1973 年至 1979 年）；雅温得国家行政管理和治安学校英国普通法讲师

（1973 年至 1979 年）；大使、喀麦隆常驻联合国代表（1984 至 1991 年和 1996

年，直至当选海洋法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

中担任喀麦隆高级顾问（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1995 年至 1996 年，直至当选为

海洋法法庭法官）。 

成员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律师协会（自 1959 年以来）；喀麦隆代表团：第二次非洲

国家元首开罗会议（1964 年，法律顾问）；各届联大会议（1965 年至 1990 年、

1996 年）；联合国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1966

年，起草委员会主席；1967 年，主席）；联大第六委员会（1969 年，副主席；1970

年，主席）；联合国研究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特设委员会（1971

年，第一小组委员会主席）；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

（1972 年至 1973 年第一委员会主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3 年起担

任喀麦隆国家元首特别代表，1972 年至 1973 年第一委员会主席）；海洋法主席委

员会（1980 年至 1984 年，主席）；纳米比亚理事会（第三常设委员会主席，1984

年）；非洲集团主席，该集团在大会通过谈判就《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宣言》

达成协议（主席，1984 年至 1985 年）；代表团团长（1984 年至 1990 年）；人权

委员会（1985 年，副主席）；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1985 年至 1988 年，副主

席；1985 年至 1988 年，第三工作组组长）；非统组织洛美部长级会议（喀麦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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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团长兼总报告员，1985 年）；裁军与发展问题国际会议筹备委员会（1985 年

至 1986 年）；世界裁军运动第三次认捐会议（1986 年，副主席）；作为团长率领

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首次前往亚洲进行宣传（1986 年，新加坡）；联合国大会

副主席（1987 年至 1988 年）；儿童基金会执行局（1989 年，执行局副主席）；国

际环境法协会（1989 年至 1996 年，非洲区域主席）；参加有关划界问题的（尼日

利亚和喀麦隆）协商委员会的喀麦隆代表团（1996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自 1996

年以来）。 

出版物 

 撰写关于国际法方面的多篇文章，包括 Africa’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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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阿伦姆·布盖泰艾 

(阿尔及利亚) 

[原件：英文和法文] 

出生日期：1946 年 9 月 21 日于阿尔及利亚瓦迪吉乌 

婚姻状况：已婚，有 3子女 

语言：法文、英文、阿拉伯文 

教育背景： 

 业士学位 

– 巴黎大学公法系学士，1972 年 

– 巴黎大学公法系硕士，专攻国际法，1975 年 

– 巴黎政治研究所文凭，经济和金融“部门”，1975 年 

–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学院公法系博士，专攻国际法，1979 年，论

文：“阿尔及利亚的南部边界”，获良好评语 

专业经验： 

– 1972 年至 1975 年，阿尔及利亚驻巴黎大使馆研究员-撰稿人 

– 作为合作者，研究并起草提交国际法院的《阿尔及利亚书面事实申明

书》，供作关于西非的协商意见 

– 1975 年，阿尔及利亚出席海牙国际法院代表团成员 

– 海牙国际法学院听审（1974 年、1975 年和 1981 年夏天） 

– 1975 年至 1979 年，国防部总秘书处法律顾问 

– 1976 年至 1977 年，阿尔及利亚出席人道主义法（《日内瓦公约》1977

年附加议定书）会议代表团成员 

– 1980 年，阿尔及利亚大学讲师 

– 1983 年，阿尔及利亚执照律师 

– 1984 年，阿尔及利亚法律大学讲师 

– 1987 年 2 月，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兼任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财政委员

会成员 

– 1988 年 6 月，当选阿尔及利亚-日本议会友谊小组主席 



 SPLOS/173

 

708-27430 (C) 

 

– 1990 年国家全球战略研究所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协调员 

– 1991 年 11 月，当选阿尔及利亚-日本友谊协会副会长 

– 1993 年 10 月至 2001 年，外交部法律部门主任（阿尔及尔） 

– 2001 年 4 月，阿尔及利亚驻塞内加尔、佛得角、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

大使 

参与外交会议 

– 国防部出席阿尔及尔新经济秩序和新国际法会议的代表 

– 国防部出席罗马俱乐部报告讨论会（1997 年，阿尔及尔）的代表 

– 1976 年至 1980 年，出席海洋法会议的代表团副团长，海洋法公约序言

部分起草委员会成员 

– 阿尔及利亚出席一些国际论坛的代表 

– 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出席各国议会联盟（议会联盟）1987 年 11 月在曼

谷举行的会议的代表团的成员，主持 1988 年 4 月在危地马拉——1987

年 9月在索非亚——1990年 3月13日至20日在布达佩斯的政治委员会 

– 阿尔及利亚出席议会联盟下列会议的代表团副团长：1990 年 10 月 15

日至 20 日，乌拉圭，1992 年 4 月 6 日至 11 日，喀麦隆雅温得 

– 全国协商委员会出席议会联盟会议的代表团成员——1993 年 4 月新

德里 

– 过渡全国委员会（过渡委员会）出席议会联盟下列会议的代表团成员：

1994 年 9 月，哥本哈根（丹麦）；1995 年 4 月，马德里 

– 出席人权会议的部长级代表团的成员，1995 年 4 月，日内瓦 

– 草拟阿尔及利亚提交非洲人权委员会 1996 年 4 月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

古举行的会议的初次报告 

– 1994 年至 2002 年，阿尔及利亚就陆地和海洋边界的划界问题分别与突

尼斯和利比亚谈判的代表团团长 

– 阿尔及利亚出席 1988 年 6 月-7 月在罗马举行的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

的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草拟建立非洲联盟和泛非议会法律文书问题

顾问 

– 研究非洲联盟条约和泛非议会议定书的政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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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出席非统组织通过泛非议会议定书的会议（2000 年，比勒陀

利亚）的代表团团长 

– 多哥 2003 年总统选举观察团团长 

– 阿尔及利亚出席陆地海洋边界划界-海洋权利法庭专题讨论会（2004 年

9 月 25 日和 26 日，汉堡）的代表 

出版物 

书籍： 

– The southern borders of Algeria, Hinterland and Uti Possidetis-SEND 1981, 
Preface of the Dean C. A. Colliard（President of the CERD）. 

文章（从一些出版物中摘录）： 

– The Territorial integration intangibility and self 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in 
Africa, Science Social Magazine №6-SNED 1981. 

–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Kurdistan problem-Paris 1-Sorbonne 1974. 

– Non-Alignment：requirement of synthesis El Moudjahid, March 3, 1976. 

– “Africa between the pey and the shade”African Revolution Magazine, 
№1137, 19 December 1985 and“Algérie Actualités”News paper December 
20, 1985. 

– “The Non-Alignment：affirmation of the Confirmation of principles”. 
International Colloque of Petrovarad in Yugoslavia， April 1st-3rd，1985,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Belgrade 1986. 

– The Algerian conception of the Maghreb Union”communication to the 
symposium on the “Maghreb between Unity and Unification”， Algiers June 
1986, published by the Scienc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giers 
Institute. 

– “The Sahara’s depth of Security in the Mediterranean“elements for the 
elaboration of a defense policy”，semina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Global 
Strategy Studies： “The Mediterranean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statu quo, cooperation, confrontation, Algiers, June 15th-16th,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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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奥·钱德拉塞卡拉 

(印度) 
 
 

教育 

 印度马德拉斯大学文学士、法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 

专业经验 

印度国际法学会研究干事（1963 年至 1967 年） 

印度国际法和外交学院讲师（1965 年至 1967 年） 

联邦外交部法律和条约司： 

  法律干事（1967 年至 1971 年） 

  助理法律顾问（1971 年至 1976 年） 

国际法院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管辖权的上诉案（印度诉巴基斯坦案）中

的印度政府律师（1972 年） 

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1972 年至 1976 年） 

联邦内政事务部辅助法律顾问（1984 年至 1985 年） 

联邦法律和司法部： 

 副法律顾问（1976 年至 1978 年） 

 辅助法律顾问（1978 年至 1985 年） 

 联合秘书兼法律顾问（1985 年至 1987 年） 

 辅助秘书（1987 年至 1988 年） 

 法律秘书（1988 年至 1996 年） 

获准成为德里律师理事会律师（1988 年） 

负责政府合同事务的独任仲裁员（1979 年至 1983 年） 

在涉及国际商业仲裁的案件担任仲裁员 

负责受理印度政府与公营部门因争端提起的上诉（1988 年至 1996 年） 

新德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国际中心的创始人和总干事（1995 年至 1996 年） 

法律客座教授： 

 奥斯马尼亚大学（1994 年至 1995 年，海得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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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蒂亚大学（1994 年至 1995 年，瓦朗加尔） 

 马德拉斯大学（1995 年至 1996 年） 

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1996 年至今） 

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1999 年至 2002 年） 

为处理有关养护和可持续开发东南太平洋箭鱼案而组建的特别分庭庭长 

成员 

《印度国际法杂志》编辑部编辑（1970 年至今） 

印度国际法学会（副会长，1994 年至 2000 年） 

印度代表团成员： 

印度-尼泊尔关于边界问题正式会谈（1969 年）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1969 年至 1971 年、1973 年

和 1975 年） 

关于海洋污染损害的国际法律会议（1969 年，副代表，布鲁塞尔） 

贸发会议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第一届会议（1969 年，日内瓦） 

联合国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1970

年，日内瓦） 

关于《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草案的谈判和磋商（1970

年，日内瓦） 

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1971 年和 1973 年）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1972 年至 1973 年） 

联合国大会（1972 年至 1975 年） 

贸易法委员会（1972 年、1988 年至 1990 年、1992 年至 1993 年）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3 年至 1976 年） 

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1973 年） 

贸易法委员会航运立法工作组（1973 年）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1973 年） 

联合国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1975 年） 

同巴基斯坦的双边谈判（1976 年，伊斯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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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布里奇敦（1980 年）、哈拉雷（1986 年）、克赖斯特彻奇（1990

年）、路易斯港（1993 年）和吉隆坡（1996 年）等地举办的英联邦司法

部长会议 

执行主任全体委员会各次会议印度世界银行执行主任的顾问（1985 年，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1986年） 

跨国公司中心重新召开的特别会议和第一百一十三届常会（1987 年） 

夏威夷大学海洋法学院年度会议（1987 年） 

在新西兰诺德韦克举行的海洋法学院第二十三届年会（1989 年） 

联合国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责任问题会议（1991 年，起草委员会主

席，维也纳） 

国际海底管理局会议（1996 年，代表团团长，金斯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1996 年，代表团团长，纽约） 

以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身份代表该机构出席：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四届和第五十五届会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第 12 次、13 次和 14 次会议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2002 年 7 月，阿布贾） 

出版物 

书籍： 

The New Law of Maritime Zones, 1982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93 

The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1996: A Commentary, 1997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What it means and how it works(ed.), 1996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Law and Practice (co-ed.), 
2000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A Commentary 
(co-ed.), 2006 

在诸多国际法律期刊和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其中包括：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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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Asian-African Legal Consultative Organization 

地址 

办公室：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m Internationalen Seegerichtshof 1 

  22609 Hamburg 

  Germany 

  Telephone：+49-40-35607259 

  Facsimile：+49-40-35607325 

  email：rao@itlos.org 

住宅：House No.1186 

Road No.12 

Banjara Hills  

Hyderabad-500 034 

India 

telephone +91-40-2330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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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穆罕默德·艾尔扎基 
（苏丹） 
 
 

出生日期： 1945 年 1 月 1 日 

国籍： 苏丹 

婚姻状况： 已婚 

地址： 苏丹共和国司法部，喀土穆 

 

学历：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喀土穆大学，1969 年 

法学硕士，伦敦大学，1983 年 

主修海洋法 

法律工作经验： 

法律顾问，苏丹司法部，1971 年 

法律顾问，苏丹航运公司，1973-1981 年 

法律顾问，阿曼苏丹国米纳卡布斯港口服务公司，1990-1996 年 

法律顾问，由司法部借调到许多部门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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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利富·丰巴 
（马里） 
 

[原件：法文] 

萨利富·丰巴博士（马里） 

1954 年 6 月 17 日生于迪瓦拉（马里） 

马里国籍 

已婚，有五个子女 

巴马科大学国际法教授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教育背景： 

1983 年：在法国卡昂大学以“特优”成绩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 

1979 年：在法国鲁昂大学获得国际法高级研究文凭（DEA）。 

1978 年：在马里国立巴马科行政学院获得公法硕士学位。 

1974 年：在巴马科的普罗斯佩·卡马拉中学获得古典文学组会考文凭。 

1984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公费补助研究员。获得国际公法修业证书。 

1989 年：法国政府公费补助研究员。获得法国图卢兹企业管理研究所学业进

修顾问培训证书。 

1989 年：联合国/训研所国际法进修方案公费补助研究员。获得海牙国际法学

院国际公法和私法修业证书及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颁发的国际法证书。 

工作经历： 

2007-2011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2006 年 11 月 16 日在纽约联合国

大会上当选。 

2002 年起：国际法委员会“跨界地下水”或“跨界含水层的权利”问题工作

组在职成员。 

2002-2006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2001 年 11 月 7 日在纽约联合国

大会上当选。 

2002 年：国际法委员会“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造成损失情况下的国际责任”

问题工作组成员。 

参加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促成通过《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情况下弥

补损失的原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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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6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1991 年 11 月 14 日在纽约联合国

大会上当选。 

1992-1994 年：积极参加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促成 1997 年 5 月 21 日联合

国大会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1995-1996 年：国际法委员会“查明危险活动”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造成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工作组成员。 

1990 年起：《联合国班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所设国际调解人小组成员。 

1979 年：在法国鲁昂大学国际公法高级研究文凭(DEA)中主修海洋法。 

1985-1993 年：在国立巴马科行政学院和巴马科大学国际法大课和指导论文

中教授海洋法。 

1985 年起：国立巴马科行政学院和巴马科大学国际法教授。 

1994 年：安全理事会第 935（1994）号决议所设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公正专家

委员会成员兼报告员，负责审查在卢旺达境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行为，包括可能发生的灭绝种族行为。 

1994 年 7 月 26 日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 

1998-2001 年：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各届会议的马里专家代表团团长。 

马里派驻负责法律问题的第六委员会的代表。 

2001 年：第六委员会在纽约商谈反恐怖主义总公约草案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

专家组组长。 

1998-2002 年：马里外交与海外马里人事务部负责国际组织的技术顾问。 

2000-2001 年：马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任务管理小组成员。 

1992-1993 年：马里人权部法律顾问。海外马里人事务部法律顾问。 

1993 年起：巴黎国际商会国际商法和商业惯例研究所联系成员。 

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学会会员。 

2003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和平解决国际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领域的

争端项目专家组成员。 

1998 年：欧盟委员会人权领域顾问专家。 

1994 年起：部分或全部使用法语大学协会（AUPELF）——法语教学大学联系

网（UREF）下属人的基本权利网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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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水道法领域的著作： 

法国卡昂大学博士论文《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Fluviales en 

Afrique de l’Ouest：Essai d’étudecomparé》（西非国际河流组织：比较研

究论文），1983 年。 

法国鲁昂大学高级研究文凭（DEA）论文《L’Organisation des Etats 
Riverains du Fleuve Sénégal：Analyse des Mécanismes Juridiques et 

Institutionnels》（塞内加尔河沿岸国组织：法律和体制机制分析），1979

年。 

 

2008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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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尔南多·弗朗萨·范杜南 
（安哥拉） 
 

Fernando@netangola.com 

  一. 个人信息 
 

婚姻状况： 已婚，有两个子女 

国籍： 安哥拉 

出生日期： 1934 年 8 月 24 日 

出生地点： 罗安达，安哥拉 

 

  二. 教育背景 
 

1964 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学士 

1968 年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法学院公法硕士学位 

1969 年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法学院公法博士学位（最优等） 

  三. 工作经历 
 

1964-1965 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马尔滕·博斯教授的研究

助理； 

1969-1971 年布隆迪布琼布拉法学院国际公法、宪法和行政法讲师； 

1970-1972 年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副法律顾问，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

贝巴； 

1972-1978 年非统组织首席人事官，亚的斯亚贝巴； 

1978-1979 年非统组织驻联合国副代表（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瑞士日内瓦； 

1979-1982 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荷兰和欧共体特命全权大使； 

1982-1986 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驻葡萄牙和西班牙特命全权大使； 

1985-1986 年对外关系部副部长，安哥拉罗安达； 

1986-1990 年司法部长，安哥拉罗安达； 

1990-1991 年规划部长，安哥拉罗安达； 

1991-1992 年总理，安哥拉罗安达； 

1992-1996 年国民议会议长，安哥拉罗安达； 

1996-1999 年总理，安哥拉罗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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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国民议会议员，安哥拉罗安达； 

1999 年安哥拉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政治思想史教授； 

2004 年泛非议会第一副议长，大律师 

  四. 专业会员资格 
 

1964 年起美国国际法协会会员 

  五. 杂项 
 

1969 年 5 月 31 日发表博士论文《African Boundaries》（非洲边界）（国际

法），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最优等）； 

1964 年发表研究报告《Recognition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国家和政

府的承认）。 

  六. 专长领域 
 

 公法，专攻国际法、宪法和行政法（与海洋法和边界法有关的问题）； 

 参加联合国、非统组织及多个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安哥拉代表团团长； 

 作为非统组织代表团成员参加多个国际会议； 

 参加 1995 年第三届海洋法会议的安哥拉政府代表团团长； 

 作为南部非洲四方会谈的主要活动人之一，于 1998 年 12 月 22 日促成通过

了“纽约协定”以及联安核查团协定。 

 参加了安哥拉和平进程的多轮谈判工作。 

 撰写了多篇关于国际法、政治学和宪法的文章。 

  七. 语言能力 
 

 葡萄牙语：母语 

 法语和英语流利 

 略懂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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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戈利岑 

(俄罗斯联邦) 

 

个人情况 

出生： 1947 年 2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国籍： 俄国 

语言： 俄文（母语）、英文；能阅读波斯文和西班牙文 

教育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1965 年至 1970 年） 

国际事务专业红色文凭（优等）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学习和研究（1970 年至 1975 年） 

学位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博士生（1975 年） 

外交部外交学院 

法学博士学位（1988 年） 

专业社团会员资格 

 现任成员资格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协会俄罗斯分会）成员 

俄罗斯国际海事法协会成员 

治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全球论坛工作组成员 

 曾任成员资格 

全球海洋论坛指导委员会成员（2004 年至 2006 年）  

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成员（1989 年至 1991 年）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1991 年至 2005 年）  

苏联国际法协会成员（1975 年至 1982 年）  

苏联海事法协会成员（1975 年至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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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生涯 

 

  一. 现任专业职位 
 

国际法教授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 

2007 年 7 月，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两宗迅速释放案件（“丰进丸”案和“富

进丸”案）的程序中担任俄罗斯联邦代表团首席法律顾问。  

  二. 联合国 
 

  (a) 正式任命 
 

2004年5月至2007年2月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司长 

1995年至2004年 联合国总部国际法院事务联络干事 

1997年3月至2003年8月 法律顾问办公室特等法律干事 

1987年至1994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全

会秘书 

1986年10月至1997年2月 法律顾问办公室高级法律干事 

1985年至1996年 要求复核行政法庭所作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员

会秘书 

1983年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代理秘书 

1982年2月至1986年10月 法律顾问办公室法律干事 

 

  (b) 主要职责范围 
 

 在法律事务厅（法律厅）法律顾问办公室（法顾办）供职近二十二年期

间，候选人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办公室负责的所有活动，就复杂法律问题提

供咨询意见以便为联合国的政治、维持和平、斡旋和人道主义任务提供支持。

作为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司长，候选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与执行《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有关的几乎所有活动以及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领域其他机构的工作。候选人还参与起草了几份综合研究

报告并随后提交给联合国各主要机构供其审议。这些研究涵盖海洋法、各领

土法律地位、南极洲问题、法定文书解释、特权及豁免权等问题。其中一项

研究是全面审查与南极洲相关的法律和政治问题（100 多印页），另一项研究

是对 1982 年《海洋法公约》和 1959 年《南极条约》分别设立的法律制度间

的相互关系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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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履行上述职责时，候选人参与了广泛的敏感和复杂法律事务及谈判，

其中包括： 

• 在 1985 年和 1986 年，参加筹办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间条

约法的维也纳会议，并作为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参与会议工作 

• 在 1987 年至 1994 年，为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

提供法律事项援助，其后于 1995 年在过渡时期为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供

援助  

• 在 1992 年和 1993 年，为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标界委员会的工作提供

法律援助 

• 作为协调人/联络干事，就有关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

免权、安全保障的法律事项向联合国安保协调员提供援助，并以此身份

参与有关安全事项的机构间会议  

• 参加按照安理会第 986（1995）号决议、与伊拉克举行的关于设立石油

换食品安排的谈判，随后参加所有实施阶段工作  

• 协助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第 21 届会议筹备于 2001 年 5

月缔结《阿拉伯马什雷克国际公路协定》，这是该委员会主持下签署的

第一份协定 

• 参加同利比亚和其他有关国家谈判，商讨与执行安理会关于洛克比空难

案的第 1192（1998）号决议有关的安排 

• 协助秘书长 2002 年 11 月 15 在日内瓦会晤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总统时对

国际法院 2002 年 10 月 10 日有关两国之间边界争端的裁决采取后续行

动，并随后就该次会议确定的成立喀麦隆-尼日利亚混合委员会以执行

国际法院判决的法律事项提供援助   

• 参与关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边界问题的阿尔及尔协定的磋

商和早期执行工作 

• 2006 年 4 月至 10 月间，向秘书长任命的、协助赤道几内亚和加蓬解决

两国之间海上边界问题领土争端的调解人/特别顾问提供法律事项援助 

• 协助与体制和结构调整事项有关的法律问题，尤其是：1991 年修订世界

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法定文书，该修改导致作出一项安排，为世

界粮食计划署提供更大业务自由和灵活性；设立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 

• 作为重要谈判代表，参加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实体关系协定的谈判，包括：

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海洋法法庭、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各国议会联盟、伊斯兰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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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和世界旅游组织。后者通过该协定获

得了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地位。 

(c) 代表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法律事务厅参加重要的海洋事务和海洋

法会议(过去三年) 

• 国际海底管理局十周年会议，牙买加金斯敦，2004 年 5月 22 日至 28日 

• 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 92 届会议，联合王国伦敦，2004 年 6 月 20 日至

25 日 

• 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和治理会议，法国巴黎，2005年 1月 23日至28日 

• 粮食及农业组织渔业委员会第 26 届会议和部长级特别会议，意大利罗

马，200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 

• 各区域渔业组织第四次会议，意大利罗马，2005 年 3 月 14 日 

• 国际会议：“海上生物多样性的未来，已知、未知、不可知”，美国圣地

亚哥，斯克里普斯海洋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中心，2005 年 4 月 22 日 

• 国际海事组织第24届大会，联合王国伦敦，2005 年 11 月 19 日至 24日 

• 第三届全球海洋、沿海和岛屿会议：推动全球海洋议程的发展，法国巴

黎，2006 年 1 月 22 日至 27 日 

• 国际海洋法法庭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德国汉堡，2006 年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 日 

•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第二次政府间审查会议，中国

北京，2006 年 10 月 16 日至 20 日 

• 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 97 届会议，联合王国伦敦，2006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 

  三. 前苏联外交部 
 

  (a) 正式任命 
 

1979 年 7月至 1982 年 2月 法律和条约司国际公法处处长 

1979 年至 1982 年 部长会议北极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机构

间工作组成员 

1976 年至 1980 年 最高苏维埃负责编写领海及渔业区法律草案

的机构间工作组成员 

1975 年 7月至 1979 年 6月 法律和条约司法律专家 



 SPLOS/173

 

2308-27430 (C) 

 

  (b) 主要职责范围 
 

 作为外交部法律和条约司国际公法处法律专家、后任处长，候选人参与

了同周边国家有关陆地和海洋边界、渔业、导航事项和环境法律事项等敏感

复杂问题，以及有关北极和南极洲法律制度等敏感问题的复杂谈判  

  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或成员参加各类会议，包括： 

• 与赞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关于海洋法事项的双边磋商， 

1975 年 8 月至 9 月，卢萨卡、内罗毕、马普托、达累斯萨拉姆 

• 《南极矿物资源条约》协商缔约方会议，法国巴黎，1976 年 7 月 

• 第九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联合王国伦敦，1977 年 9 月 

•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特别筹备会议，澳大利亚堪培拉，1978 年 2 月 

• 第十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美国华盛顿，1979 年 9 月 

•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会议，澳大利亚堪培拉，1980 年 5 月 

• 有关建立《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机构组织事项的堪培拉会议参

加国会议，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1980 年 9 月 

• 《南极矿物资源条约》协商缔约方会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81

年 3 月 

• 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关于莱茵河-多瑙河水道使用

的法律制度的专家会议，瓦尔纳、布拉格、布达佩斯、敖德萨，1979

年至 1981 年 

• 与挪威和瑞典进行关于划定大陆架和海洋区双边谈判，莫斯科、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关于海洋事务和海洋法事项的最新发言 

 鉴于他在极地地区法律地位相关事项上的专业知识，候选人于 1985 年 1 月

应邀参加在南极洲美国比尔德莫尔冰川站（横贯南极山脉）举行的南极条约体系

国际讲习班（政治和法律、资源与环境、科学、机构），其中一天的会议在南极

站举行 

•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海法司/联合国）最近和今后的活动”，海洋划

界专题讨论，国际海洋法法庭，德国汉堡，2004 年 9 月 27 日 

•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海法司/联合国）的职能和今后的活动”，国际

海洋学会理事会和董事委员会会议，斯洛文尼亚波尔托罗日，2004 年

10 月 11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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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未来，已知、未知和不可知”，机构和治理

工作组，发言并参与起草最后报告，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美国圣

地亚哥，2005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 

• “对深海生物多样性的探索、利用和保护加以协调”圆桌讨论会，第三

届克罗港岛研讨会（“深海生物多样性”），法国波克罗勒岛，2005 年 10

月 5 日至 7日 

• “世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地位：划定、评估和管理”，国际综合海

洋政策会议：国家和区域经验、前景和管理做法，全球论坛，葡萄牙里

斯本，2005 年 10 月 11 日至 15 日 

• “从法律角度看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生物多样性研讨会，由辉瑞公

司组织和赞助，美国纽约，2005 年 11 月 15 日 

•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的有关问题”，小组发言人，第三次全球

海洋、沿海及岛屿会议：推动全球海洋议程的发展。全球论坛，法国巴

黎，2006 年 1 月 23 日至 26 日 

• “便利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编写划界案提

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信托基金提供的援助”，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为

发展中沿海国技术和行政人员举办的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七十

六条的训练班，斯里兰卡科伦坡（印度洋发展中沿海国），2005 年 5 月

17 日至 23 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中沿海

国），2006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 

• “海洋政策、法律和管理”圆桌讨论会，国际海洋学会第26届海洋治理

训练方案，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2006 年 7月 19 日至 21日 

• “海洋培训：通过多方伙伴协作进行能力建设方面的协同作用”，主持

伙伴关系小组会议并做介绍性发言，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

动计划第二次政府间审查会议，中国北京，2006 年 10 月 17 日 

• “未来的全球法律秩序”，圆桌讨论会，讲习班（通过安全和可出入的

的公海建立更强大和更繁荣的世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美国纽波特，

2006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 

• “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作用”，在德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组织的答问会上同

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共同发言，美国纽约，2006 年 12 月 6 日 

• “保护地中海-黑海生态系统法律的实施和执行”，主持第四次会议并做

介绍性发言，地中海-黑海生态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意大

利威尼斯，200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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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法和海洋事务方面关键问题概述”，在世界海洋日和变化浪潮研

讨会上演讲并作简报，国际海洋学会，美国佛罗里达圣彼得堡，2007

年 6 月 8 日和 9 日 

• “国际海事法新的发展趋势”，“海牙会议百年和俄罗斯国际法协会 50

年”国际会议，俄罗斯联邦莫斯科，2007 年 7 月 3 日至 6日 

• “从海洋法的角度看地中海港口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地中海船厂第

一次大会，意大利热那亚，200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 

• “妇女和青年参与解决地中海-黑海地区的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善政

和安全问题”，海洋和平学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变化的浪潮：妇女、青

年和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伙伴关系，马耳他，

2007 年 11 月 5 日至 8日 

讲座 

1977 年至 1980 年：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客座讲师 

1975 年至 1981 年： 在莫斯科国立外交关系学院法律、外交和经济系举行

讨论会 

2007 年-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法教授 

出版物 

 撰写关于国际法律理论、南极洲、海洋法和环境法的 30 余篇文章，已发表

在法律期刊、国际法辞典和国际研讨会、会议和讲习班的记录中，包括： 

  一. 书籍 

• “Antarctica-Tendencies of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1989 

• “Antarctica-international regime”,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1983 

• “Land-lock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1978 

  二. 文章 
 

• “Work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Proceedings, Tokyo, Japan, 6-7 March 2006 

• “Legal Aspects of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of the 
Seabed Area and Subsoil”,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ourc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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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bed Area and Subsoil, Legal,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its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ceedings, Buenos Aires, Argentina, 15 
May 2006 

• “Capacity Building: A View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30th Virginia Law of 
the Sea Conference (Law, Science and Ocean Management), Proceedings, 
Dublin, Ireland, 12-14 July 2006 

• “Commentaries on articles 4-8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ogether with Patricia Georget and Ralph Zacklin), A Commentary.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Edited by Andreas 
Zimmermann, Christina Tomschat and Karin Oellers-Frah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Interrela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der for the Ocean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Fridfjof Nansen 
Institute, Oslo 7-13 August 1998,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The Arctic-regional cooperation”, Marine Policy Affairs, Moscow, July 
1989 

• “Polar areas, rivers, straits, fishery matters”, Juridical 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1986 

• “The Issue of Antarctica”, Panel present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Antarctic Challenge III “Conflicting Interests, Cooper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Kiel, Germany, 7-12 July 
1987, Duncker and Humblot, Berlin 

• “The issue of Antarctica”, Panel 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tarctic Challenge II, Proceedings, Kiel, Germany, 17-21 September 1985 

• “Polar areas, straits, rivers, adjacent zones”, Gloss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1982 

• “International legal regula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rational use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Mezdunarodnoye 
rybolovstvo),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No.12, Moscow, 1980 

•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tarctic Treaty”, Soviet State and Law, 
Journal, No. 8, Moscow, 1978 

• “Antarctica-area of peacefu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Life, Journal, No.8, 
Moscow,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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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arctica-area of peaceful cooperation”, Publication “Soviet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Institute of State and Law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Sbornik “Sovetskoe Gosudarstvo y Provo” Institut Gosudarstva y 
Prava Akademii Nauk), Moscow, March 1977 

• “Land-locked states and the question of limits of jurisdiction of coastal 
States”, Materials on Maritime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avigation  
(Materialy po Morscomu Pravu y Mesdunarodnomu Torgovomu 
Moreplavaniu) Transport No. 8, Moscow, 1976 

• “Freedom of transit in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terialy Nauchnoy Konferenzii po 
Mezdunarodnim Otnosheniyam, MGIMO), Moscow, July 1975 

•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of access of land-locked States to the sea”, 
Materials on Maritime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avigation (Materialy 
po Morscomu Pravu y Mezdunarodnomu Torgovomu Moreplavaniu), 
Transport No. 7, Moscow, 1975 

• “Free zones and land-locked States”, Maritime Law and Practice No. 34 
(303) (Morskoe pravo y practica), Moscow,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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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塞·路易斯·赫苏斯 

(佛得角) 
 
 

姓名： 何塞·路易斯·赫苏斯 

出生日期： 1950 年 9 月 20 日 

出生地： 佛得角 

公民身份： 佛得角 

电子邮件： <joseluis.jesus@yahoo.com> 

语言 

- 葡萄牙语——本族语 

- 英语——说、读、写流利 

- 法语——熟练掌握 

- 西班牙语——熟练掌握 

教育 

• 法学位——葡萄牙里斯本文科大学法学院 

• 国际法——（纽约圣约翰大学）证书 

• 政府和政治——（纽约圣约翰大学）文学硕士 

专门培训 

• 国际公法（荷兰海牙学院，1981 年） 

• 起草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纽约联合国训研所，1984 年） 

• 国际红十字会主办的几次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纽约大学）。 

所任国际职务 

• 法官——德国汉堡国际海洋法法庭，1999 年 10 月至今（见网站

www.ITLOS.org）。 

• 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区——中非问题特使（1995 年）。 

法律咨询 

• 东帝汶——为渔业、农业和林业部起草渔业和检疫立法，世界银行资助

项目（2002-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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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桑比克——粮农组织起草和修订渔业立法的法律顾问——粮农组织

资助项目（2002-2003 年）。 

• 安哥拉——粮农组织起草和修订渔业立法的法律顾问——粮农组织资

助项目（2003-2004 年）。 

曾任国内职务 

• 佛得角外交和社区事务部长（1998/1999 年） 

• 外交与合作国务秘书（1996/1998 年） 

• 佛得角常驻联合国代表（1991/1994 年） 

• 佛得角驻葡萄牙、西班牙和以色列大使（1994/1996 年） 

曾担任过的国际机构主席职位 

法律机构 

• 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主席，1987-1995 年； 

• 77 国集团海洋法问题主席（1986 年） 

• 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副主席。 

其他机构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1992 年 7 月和 1993 年 11 月） 

• 安全理事会安哥拉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1992 年） 

• 联合国非洲集团主席（1986 年） 

参加国际会议 

• 13 年间代表佛得角参加在联合国举行的法律会议和其它会议； 

•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佛得角代表团团长（1979-1982 年）； 

•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团长

（1983-1995 年）。任筹备委员会主席 9 年； 

• 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佛得角

代表团团长（1986 年,维也纳） 

• 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佛得角代表（1979-1994 年）； 

• 担任佛得角代表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关于法律问题的各工作组和委员会

会议（1979-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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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代表身份参加关于各种主题事项的联合国主办会议以及区域和国际

大小会议。 

• 以佛得角代表身份参加了不结盟国家、非统组织和西非经共体的几次会

议。 

国内法律活动 

• 海洋划界问题全国委员会主席（1987/1999 年） 

• 任佛得角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 13 年； 

• 佛得角关于《海洋法》的国家立法起草人（1992 年）； 

关于国际问题发表的演讲 

• 在佛得角外交官讨论会发表关于海洋法的演讲（1981 年，佛得角普拉

亚）。 

• 关于非洲国家在海洋法领域的常规做法（弗吉尼亚大学，在里斯本举行

的会议） 

• 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普遍适用问题（1990 年，西德基尔大学） 

• 关于海洋法筹备委员会的完成情况（1990 年，夏威夷大学，在东京举行） 

• 关于“国际海洋法-历史和现代发展”（美国国防学院，1992 年和 1994

年，华盛顿） 

• 关于“海洋法的最近发展”（1992 年，纽约马里蒙特学院）, 

• 关于“国际法：国际法的发展及对加强国家间司法的影响”（1992 年，

外交讨论会，普拉亚） 

• 关于“在联合国范围内的谈判，特别着重集团的作用”（1992 年，联合

国训研所新进外交人员讨论会） 

• 关于“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1992 年，联合王国西萨塞克斯） 

• 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工作概要”（1995

年 1 月 13 日,日本东京） 

• 关于海洋法法庭的工作（2002 年，里斯本古典大学法学院）； 

• 关于海洋法法庭的工作（2003 年，莫桑比克海洋法研究所）； 

• 关于海洋划界的可行问题——佛得角的情况（2003 年，莫桑比克海洋法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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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海盗行为和海洋恐怖主义”,（2003 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及汉堡大学海洋法和海事学院）； 

• 关于海洋法法庭的紧急程序和咨询意见（2006 年，达喀尔）； 

• 关于海洋法法庭的紧急程序和咨询意见（2007 年，加蓬利伯维尔）； 

• 海洋法小组成员（海洋和平会议，1987 年 9 月，马耳他）； 

• 关于海床矿物问题的专题讨论小组成员（美国国际法学会，1988 年 12

月，华盛顿）； 

海洋法小组主席 

• 海洋法小组主席（1994 年,卡塔尔）； 

• 岛屿领土要求问题小组主席（2006 年，韩国首尔） 

教学 

• 教授关于海洋法方面各种专题的夏季班（2001、2002 和 2003 年，希腊

罗德斯国际法学院）； 

• 向国际安全硕士班的学生教授国际法和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2007 年，

佛得角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 

出版物 

• "The practice of African States in the field of Law of the Sea"(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University of Virginia-Seminar Proceedings-April 1990). 

• "The Work of Preparatory Commiss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and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Volume 10, 
number 3 (Norway-1990). 

•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 proceedings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Kie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Germany 
1990). 

• "Deep Seabed Mining-The Work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1988)； 

•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and f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n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1993-Nansen Institute Norway) 

•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versus State Sovereignty”, Liber amicorum Gunther 
Jaenicke——zum 85. Geburtstag/Berlin； New York：Springer, c1998 

•  “The Ocean Resources are not Inexhaustible”, The UN Chronicle, issue n.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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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s, New-Born Islands, Sea-Level Rise and Maritime Space”, Liber 
Amicorum Tono Eitel, published in 2003 by the Max Plank Institute,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 against Piracy and Terrorism at Sea：Legal 
Aspec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8, N. 3, p. 
363-400,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 Co-author of the book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entary-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 

专业协会 

• 佛得角律师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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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厄·易卜拉欣·卡努 

(塞拉利昂) 
 
 

124 Shirley Lane, Whiteplains, New York, 10607 

914-946-9551（宅）-212-688-1656（办） 

教育：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谷大学国家学术奖理事会法学士，1978-1982 年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国际研究文凭，1972-1973 年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U.S.L.国际关系名誉文学硕士和社会科学文凭，

1966-1970 年 

论文：条约法和绝对法 

进修： 

•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国预防性外交证书，2001 年 

• 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公法文凭（优等），2001年 

• 英国东伦敦大学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一学期课程，1997 年 

• 通过英国法律教育委员会律师考试获得外席律师资格，1982-1983 年 

•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政治系研究助理，1976-1977 年 

经历： 

 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1999 年 1 月至今 

• 在联大第六（法律）委员会代表塞拉利昂。 

• 代表塞拉利昂参加联合国的所有法律工作（如，《联合国宪章》工作组，

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作用，领导塞拉利昂代表团出

席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会议）。 

• 在纽约与联合国协商建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2000 年。 

• 领导塞拉利昂代表团出席 1982 年《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第 10 次、第 11

次、第 12 次、第 13 次和第 14 次会议。 

• 自 1999 年以来代表塞拉利昂参加侵略罪工作组。 

• 代表塞拉利昂参加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工作组。 

• 参加非洲集团、西非经共体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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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塞拉利昂参加日内瓦人权委员会，2003 年。 

• 1998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前副主席。 

• 1982 年《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第 12 次会议副主席。 

• 1982 年《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第 14 次会议主席。 

• 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联合国法律委员会副主席。 

 联合王国 Southwark 非洲-加勒比监测权利主任，1984 年 2 月-1998 年 12 月 

• 支持和监测非洲-加勒比族裔人权。 

• 提出咨询意见和拟订法律文件。还做法庭陈述。 

• 所做司法审查工作对联合王国行政机构的决定提出了挑战。 

 塞拉利昂西非考试委员会书记官助理：1975 年 7 月-1976 年 8 月 

 塞拉利昂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讲师：1974 年 1 月-1976 年 7 月 

出版物和演讲： 

• A Proposal for the Proclamation of 17 July as “World Justice Da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pp. 471-472, 2004. 

• The Legal Basi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co-auhored with Giorgia 
Tortora)-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pp. 515-552, 2004. 

•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n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West Africa Magazine (London) April 2002. 

• The ICC：Only the Guilty Need Fear the Court-West Africa Magazine (London) 
August 2002. 

• Justice and Healing in Sierra Leone-West Africa Magazine (London) 25th 
November 2002. 

• Post Conflict Justice-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Duke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April 2002. 

• Keynote Speaker at Arrowhead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United 
Nations Reform：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Southwest, Marshall, Minnesota-April 2002. 

• Africa, a Continent in Crisis：Kent Stat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io-February 2001. 

专业团体会员资格及其它活动 

• Honourable Society of Meddle Temple 

• 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协会 

• 恢复塞拉利昂民主和人权论坛主席——NAFORD,1992-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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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森特·马罗塔·兰热尔 

(巴西) 
 
 

（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任法庭法官；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重新当选） 

出生于：1924 年 3 月 14 日，巴西圣保罗。 

教育： 

 圣保罗大学法学院学士（1946 年）；巴黎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司法词汇文凭,

（1949 年）；巴黎大学大学博士（1950 年）；圣保罗大学法学院博士（1954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参加者（1960 年）；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972-1973

年）；哥伦比亚大学帕克外国法和比较法学院访问学者（1973 年）。 

职业经历： 

 圣保罗大学助理教授（1954-1963 年）、副教授（1963-1967 年）、正教授

（1967-1994 年）、国际法系系主任（1970-1982 年）、法学院院长（1982-1986

年）；塞萨洛尼基国际公法学院讲师（1976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合国/研训所

国际法区域训练课程讲师（1983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讲师（1985 年）；外交部

法律顾问（1990-1993 年）；巴西利亚大学教授（1990-1993 年）；里奥布郎库学

院外交学院高等研究课程考试局成员（1978-1990 年）；出席以下会议的巴西代表

团成员：日内瓦人道主义法外交会议（1974-1977 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1973-1982 年）,通过《国际归还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公约》草案的外交会议，

罗马（代表团团长,1995 年）；巴西空间署法律部主任（1994-1997 年）；海牙常

设仲裁法院法官（巴西组）（1979 年至今）。 

会员： 

 国际法研究所；美国国际法学会；国际法协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美洲国

际法研究所；南共市仲裁法庭；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法官（巴西组）；亨利·卡皮

唐协会（巴西团体）；法国国际法协会；阿根廷国际法协会（通讯会员）。 

荣誉： 

 法国司法教育之友亨利·卡皮唐协会授予银奖；司法协理事会名誉会员

（1999 年）；科因布朗大学名誉博士（1999 年）。 

出版物：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articles, monographs and paper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cluding： Le 
droit de la mer dans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Thesaurus 
Acroasium, volume VII, 1977；The Technological Impact on Law of the Sea, 1981；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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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au continental dans la Convention de 1982 sur le droit de la mer, Collected Courses, 
The Hague, 1985-V；L’équité en droit international, 1989；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Last Five Decades, Panorama of Brazilian Law, University of Miami, 1992；Ships in 
international law：  preliminary issues (in Portuguese), 2002；Law of the sea：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Portuguese), 2004；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points of convergence (in Portugues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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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亚·南丹 
(斐济) 
 
 

工作经历： 

1996-2008 年 1996 年当选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2000 和 2004 年连选连任

1994-1996 年 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一主席。安排举办了国际海洋法法庭

的首次法官选举 

1994-1996 年 斐济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 

1993-1995 年 联合国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会议主席，通过了

《1995 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1993-1996 年 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斐济政府国际法顾问 

1993-1994 年 非正式协商会议（“船纸小组”）协调人，商谈并起草了《1994

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1994 年 7

月 28 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1990-1992 年 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有关的未决问题联合国

秘书长协商会议召集人 

1983-1992 年 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

会的特别代表 

1983-1992 年 联合国主管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海洋法

问题特别代表 

1981-1983 年 斐济外交部秘书，参加多次区域和全球会议及英联邦政府首脑

会议 

1976-1981 年 驻欧共体和比利时大使（同时担任驻法国、意大利、卢森堡、

荷兰大使）。参加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非加太组）

与欧共体之间就《洛美协定》进行的连续三轮谈判 

1973-1982 年 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斐济代表团团长。第二主要委员会（传

统海洋法）报告员以及此次会议多个正式和非正式谈判小组主

席或协调人 

 1975 年- 用于国际航运的海峡问题非正式谈判小组共同主席 

 1978 年- 深海底采矿生产政策谈判小组主席 

1977 年 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 4 谈判小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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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3 年 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以外海底问题委员会（海洋法筹备委

员会）斐济代表团团长 

1970-1976 年 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大使。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至三

十四届会议以及大会特别会议和各类联合国会议的代表。法律、

政治、非殖民化、裁军等主要委员会和 24 国委员会的代表。 

1966-1970 年 司法实践，苏瓦，斐济 

1966 年 斐济最高法院大律师、初级律师 

1964 年 英国律师协会大律师 

 

其他活动： 

1996-2001 年和 

2005 年至今 

纽约联合国国际学校董事会主席 

1997-2000 年 通过《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多方会

议主席 

1997-2000 年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国际咨询小组成员 

2004-2008 年 Pew Fellows 海洋养护方案甄选咨询委员会成员 

教育背景： 斐济苏瓦 DAV 学院、新西兰但尼丁约翰·麦克格拉杉学院、惠

灵顿大学、伦敦大学 

1964 年 英国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律师 

1965 年 伦敦大学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1965 年 伦敦大学世界事务研究所，国际法和国际事务 

1992-1993 年 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杰出访问学者 

1995 年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法学博士（名誉博士） 

1996 年 斐济南太平洋大学法学博士（名誉博士） 

2007 年 希腊罗得岛海洋法律和政策学会奥纳西斯杰出学术奖 

荣誉和奖励： 

1978 年 大英帝国司令勋章（斐济） 

1996 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荣誉勋章 

2001 年 斐济荣誉勋爵 

1936 年 7 月 10 日生于斐济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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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海洋法领域的主要工作：《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项条款逐条评注六卷总

编辑，由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律和政策中心出版，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发行。参与编写：第二卷：领海和毗连区、无害通过、用于国际航运的海峡、群

岛国家、专属经济区、大陆架（1040 页）；第三卷：公海：总论、公海生物资源

的养护和管理、岛屿管理制度、封闭和半封闭海、内陆国家的出海权和过境自由

（687 页）；第六卷：深海底采矿管理制度第十一部分和附件三以及《1994 年关

于执行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区域管理原则、区域资源开发、管理局及其机关、

企业、管理局财政安排、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争端解决和咨询意见、探矿、勘

探和开采的基本条件（1016 页）。 

其他著作和讲稿：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ibunal,  Ten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Hamburg, Germany, 29 
September 2006, www.itlos.org. 

Regulations for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of Polymetallic Nodules - 
Workshop on Scientific, Leg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Marine Mining, 
Underwater Mining Institute, Kiel, Germany, September 2006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30th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Dublin, 
Ireland 12 – 14 July 2006.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 

The Authority, its Mining Regula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in the Deep Seabed - 8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inisterial Segment), Curitiba, 
Brazil, 26-29 March 2006 

Some Suggestions Towards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greement on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of 1995 – with Michael W. Lodg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 20, Nos. 3-4, 2005,pp 345-379 (35) 

Current Fisheries Governance, Conference on Governance of High Seas 
Fisheries and the UN Fish Stocks Agreement, St. John’s, Newfoundland & 
Labrador, Canada, May 2005 

Offshore Mining: International,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erritorial Water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ning Law and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Lima, Peru, 11-13 April 2005 

http://www.itlo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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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e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Deep Seabed,  Symposium on the 
Law of the Sea: “Progress and Prospects”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London, 22-23 March 200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urrent and Emerging Issu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co-hosted with the Russian Academy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the Russian Law of the Sea Association, on International 
Energy Policy, the Arctic and the Law of the Sea, St. Petersburg, Russia, 
22-26 June, 2004. See Myron H. Nordquist, John Norton Moore and 
Alexander S. Skaridov, International Energy Policy, the Arctic and the Law 
of the Se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pp. 11-16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Authority -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Kingston, Jamaica, 25-26 May 2004,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pp. 2-7 

Multilateral Oceans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Wellington, New Zealand, 4-6 July 2003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and the Governance of High Seas 
Biodiversity, Workshop on the Governance of High Seas Biodiversity, 
16-20 June 2003, Cairns, Australia, 16-20 June 2003 

Solving the Incidental Capture of Seabirds and Sea Turtles in Longline 
Fisheries, See Noreen M. Park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Fishers Forum, 19-22 November 2002, Honolulu, Hawaii, 
pp. 15-17 

Legal Regime for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Symposium 
on the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 Istanbul, Turkey, 
November 2002 -  Turkish Marine Research Foundation – Volume # 1 

Licensing Systems-How They Work; How They Are Supervised,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Paris, June 2002 

The Seabed Mining: Regulations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nference on New Initiatives in the Mining Sector, Santiago, Chile, May 
2002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Conference on Oceans and Coasts at Rio+10: Toward the 
2002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ing Progress, 
Addressing Continuing and New Challenges, UNESCO, Paris, 3-7 
Dece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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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Conference on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Deepwater, New York 
City, 11-12 June 2001 
Oceans Governance, Canadian Oceans Stewardship Conferenc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Vancouver, Canada, 6-8 June 2001 
Current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 Twenty-Fifth Annual Conference on Current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ed by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Hamburg, 16-19 March 2001 Conference Proceedings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1, pp.17-26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Oceans---Does It Need Improvement? - 
Wilton Park Conference on Governance of the Oceans, Wilton Park, the 
United Kingdom, 3-5 December 1999 
The Law of the Sea and Offshore Mineral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Pacific Islands,  XXVII Pacem in Maribus, Suva, Fiji, 
8-12 November 1999 
The Management of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Straits, 
Twenty-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IMO Headquarters, London, 6-9 
January 1999, Current Maritime Iss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9, pp. 27-41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Deep Seabed Min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Goa, India, November 1998 
Law of the Sea in the 21st Century -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Delhi, India, November 1998 
Seabed Mining and the Mining Code -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ean 
Technology, Madras, India, November 1998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 of the ISA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Oslo, 
Norway, August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1982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Oslo, Norway, August 1998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11th Annual US Pacific Comma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Law Conference, Victoria, Canada, 
6-10 April 1998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 A Progress Report : 31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Miami, Florida, the United 
States, 30 Marc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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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s Policy-New Institu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wenty-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Rose Hall, Montego Bay, 
Jamaica, 7-10 January 1998, Myron H. Nordquist and John Norton Moore, 
Ocean’s Policy, New Institu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8, pp. 7-14 

Environmental Studies for Deep Sea Mining, the Metal Mining Agency 
Seminar, Japan, November 1997  

The Failur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World’s Fisheries,  the 
Summit of the Sea, St. John’s Newfoundland, Canada, September 1997 

The 1982 Conven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 Law of the Sea and Maritime Institute Symposium, Hamburg, 
Germany, October 1996  

Ten Yea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1994-2004), Ocean Press, 
Beijing, 2005, p.5 

Achievements of the 1995 United Nations Fish Stocks Agreement, See 
Jean-Pierre Levy and Gunnar G. Schram,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Selected 
Documents, 1996,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p. 749-753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Setting International Legal 
Standards an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 Memorial University, 
Newfoundland, Canada, May 1995 

An Analysis of  the Draft United Nations Fish Stocks Agreement, See 
Jean-Pierre Levy and Gunnar G. Schram,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Selected 
Documents, 1996,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p.709-713 

The Draft 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Eigh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Rhodes, Greece, 22-25 May 1994. See Myron H. Nordquist 
and John Norton Moor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p.291-29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 XI Agreement, Se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aribbean Law 
Publishing Company, The Law of the Sea: Compendium of Basic 
Documents, Kingston, 2001, pp. Ixxii-Ixxix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Part XI (the Deep Seabed Regime), Seven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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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Law, 19 March 1993. New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1993, pp. 57-77 

The Efforts Undertaken by the United Nations to Ensure Universality of 
the Convention, Twenty-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22-25 June 1992, Genoa, Italy. See Edward L. Miles & Tullio 
Treves, The Law of the Sea: New Worlds, New Discoveries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1993, pp.349-37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e Lewis M. 
Alexander, Scott Allen & Lynne Carter Hanson, New Developments in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Change, published by the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1988, pp. 6-12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the UN and Peaceful Uses of the Oceans,  
Eigh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co-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4-27 October 1984, San Francisco. 
See Robert B. Krueger & Stefan A. Riesenfeld, The Developing Order of 
the Oceans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1984, pp. 259-26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gime of Passage through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and through Archipelagic Waters, 3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on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9 – 10 January, 2008,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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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马里·恩图图梅 
(加蓬) 
 
 

个人资料： 

• 家庭情况：已婚，有多名子女 

• 国籍：加蓬 

• 年龄：58 岁 

•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9 年 3 月 3 日生于利伯维尔 

• 电子邮箱：jeanmarie_ntoutoume@hotmail.com 

学历： 

• 中学毕业会考文凭（B） 

• 公法学士 

• 公法硕士 

• 国立法官学院文凭 

• 海洋法高级研究文凭 

• 共同体法博士 

工作经历： 

• 中非经货共同体法院第一院长 

• 加蓬最高法院分庭庭长 

• 加蓬最高法院顾问 

• 加蓬最高法院秘书长 

• 总理府法律和行政部主任，顾问 

• 加蓬上诉法院顾问 

• 加蓬法庭副庭长 

• 加蓬共和国检察官 

• 加蓬共和国代理检察官 

其他职务： 

 乍得恩贾梅纳大学共同体法课程负责人 

荣誉勋章： 

 加蓬骑士勋章 

• 共同体二级荣誉勋章获得者 

  
*
 以上申明确证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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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迪格·沃尔夫鲁姆 

（德国） 

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法和国际法马马马 

Im Neuenheimer Feld 535  

69120 Heidelberg 

德国 

电话：+49（0）6221 482-255，传真：+49（0）6221 482653 

电子信箱：wolfrum@mpil.de  

出生地/出生日期： 柏林，1941 年 12 月 13 日 

国籍： 德国 

 完成高中教育（Abitur，1962 年）后服兵役 

1964-1969 年： 在波恩大学和蒂宾根大学学习法律 

1969 年 1 月 18 日： 第一次国家考试 

1969-1973 年： 初级律师 

1973 年 6 月 29 日： 毕业，法学博士 

1973 年 9 月 14 日： 第二次国家考试 

1973-1980 年： 波恩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助理教授 

1977年 8月 1日-1978年

7 月 31 日： 

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和政策中心研究员；奖学金由德

国研究基金会提供 

1980 年 7 月/8 月 

1981 年 3 月/4 月： 

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候补） 

1982 年 3 月/4 月： 担任德国代表团代表和经济部顾问 

1980 年 11 月 28 日： 获得国家公法和国际公法授课资格 

1982年 5月 6日-1982年

11 月 30 日： 

教授，美茵茨大学法律和经济学院国家公法和国际公

法教席 

1982 年 12 月 2 日-1993

年 4 月 30 日： 

教授，基尔大学法学院国家公法和国际公法教席，国

际法研究所所长 

1983年6月-1988年5月： 参加关于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的第 4 次南极条约特别协

商会议，德国代表团成员兼法律工作组主席（从 1985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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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8 月/9 月： 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1986 年 4 月 29 日-1993

年 4 月 30 日： 

任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州的行政

事项上诉法院法官；自 1991 年以来，任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州土地行政事项上诉法院法官 

1987 年 8 月/9 月：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1990年1月-1999年9月：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1994 年和 1998 年

再次当选，1999 年辞职 

1990年 6月 1日-1993年

4 月 30 日： 

基尔基督教-Albrechts 大学副校长 

1990 年 8 月/9 月：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1992 年 6 月 30 日-1996

年 6 月 26 日： 

德国研究基金会评议会成员；1995 年 6 月再次当选 

1992-1998 年： 参加南极条约缔约国协商会议 

1993-1998 年： 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法律专家工作组主席 

自 1993年 5月 1日以来： 海德堡马克斯· 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所

长；海德堡大学教授 

1993 年 9 月/10 月：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1994年 1月 1日-1997年

11 月 30 日： 

联合国德语协会董事会主席 

1994-2003 年： 国家研究所德国法中心和俄罗斯科学院法律中心执行

董事会成员  

自 1994年 3月 1日以来： 德国国际法协会理事会成员 

1995-2003 年： 海洋地球科学基金会执行董事会成员  

1996 年 6 月 26 日-2002

年 6 月 30 日： 

德国研究基金会副总裁 

自 1996年 8月 1日以来： 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1999 年 5 月获得连任；1996

年 10 月 5 日-1999 年 9 月 30 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副

庭长 

自1997年3月20日以来： 德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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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3月27日以来： 欧洲科学技术发展后果研究院工作组成员 

自1999年2月12日以来： 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名誉博士 

自1999年12月6日以来： 蒙古乌兰巴托 shihutug 法学院名誉博士 

2000-2006 年： 极地和海洋研究基金会执行董事会成员 

2001年 1月 1日-2005年

12 月 31 日：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和政策中心咨询委

员会成员  

自2001年6月19日以来： 国际环境仲裁委员会法官 

2001-2005 年： 德国和平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2-2006 年： 马克斯·普朗克促进科学进步学会副会长 

自2003年11月18日以来： 德国自然科学研究院人文部创始成员（Leopoldina） 

自2003年12月23日以来： 汉堡大学董事会成员 

自2005年3月16日以来： 德国国际法学会会长 

自2005年10月1日以来： 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 

自 2006年 6月 9日以来： 促进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董事会成员 

自2006年8月30日以来： 蒙古科学院名誉成员 

自 2007 年 10 月以来： 国际法学会准会员 

 

出版物清单 

 写作和编辑过关于下列问题的众多书籍和文章：国际公法、海洋法、国际环

境法、人权、联合国和南极，包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共同空间的国际化。 

主要出版物有： 

 -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in: ZaöRV 43, 
1983,312-337； 

 -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for Antarctica, Outer 
Space, High Seas and Deep Seabed (in German),1984； 

 - United Nations:law,policies, and practice,1995； 

 - Enforc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Economic Mechanisms as Viable 
Means,1996 

 - “Provisional Meas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in: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7, 1997,42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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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litary Activities on the High Seas: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into the 
Next Millennium (eds. M.N.Schmitt and L.C. Green), U.S. Naval War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Bd.71,1998, 501-513； 

 -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Articles 20 and 21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in: Rabels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vol. 63, 1999, 342-349； 

 - “IMO Interface with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 Current Maritime 
Iss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eds. Myron H. Nordquist 
and John Norton Moore), 1999, 223-236； 

 - “The Imp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9, 1999, 615-625； 

 - “Means of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cueil des Cours 272, 1999, 13-154； 

 - “The Interpla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with Nele Matz), in: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eds. J.A. Frowein and R. Wolfrum), vol. 4, 
2000, 445-480； 

 -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in: Current 
Fisheries Issues and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s. M.H. Nordquist and J. Norton Moor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Den Haag, 2000, 369-385； 

 -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aw and Practice (eds. P. Chandrasekhara Rao and 
Rahmatullah Kha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161-172； 

 - “Provisional Meas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aw and Practice (eds. P. 
Chandrasekhara Rao and Rahmatullah Kha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173-186； 

 -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Center for Oceans 
Law and Policy – Current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eds. Myron H. Nordquist and John Norton 
Moor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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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ber Amicorum Judge Shigeru Oda, vol. 1 and 2；(ed. with Nisuke Ando and 
Edward Mc Whinney), Kluwer International Law, 2002； 

 -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with N. Matz), in: 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n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164, (eds. A. von 
Bogdandy and R. Wolfrum, 2003； 

 - “Terrorismus-Bekämpfung auf See”，in: Hansa-International Maritime Journal, 
vol. 104, April 2003, 12-16； 

 -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reaty Making,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n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177, (ed. with V. 
Röben), 2005.” 

 -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in: Revista Română de Drept Internaţional/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2006, 66-78； 

 - “Solidarity amongst States: An Emerging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in: Völkerrecht als Wertordnung,(eds. B. Fassbender et al.), Kehl 2006, 
1087-1101； 

 -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Institutions i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in: Maritime Delimitation (eds. R. Lagoni and 
D. Vignes), Koninklijke Brill, 2006, 19-31； 

 - “The Taking and Assessment of Evidence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Liber amicorum 
Luzius Wildhaber,(eds. B. Ehrenzeller et al.),Zürich/Baden-Baden 2007, 
915-924； 

 - “ Antarctica: A Case for Common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in: Promoting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Liber Amicorum Lucius Caflisch,(ed. M. G. 
Kohen), Koninklijke Brill, Leiden 2007, 809-819； 

 - “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Law ”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iber Amicorum Hanspeter Neuhold,(eds. U. Kriebaum and A. 
Reinisch),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Utrecht 2007, 471-482； 

 - Law of the Sea, Environmental Law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Liber 
Amicorum Judge Thomas A.Mensah；(ed.with T.M.Ndiay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