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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秘书长在 2020 年 10 月 23 日给各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普通照会中，邀

请各国政府提名候选人参加国际法委员会选举，以便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下

一个五年任期，并提交提名国政府可能希望提交的关于候选人资格的任何说明。 

2. 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5 条提名的参加国际法

委员会选举的候选人姓名载于 A/76/82 号文件。 

3. 提名国政府提交的候选人资格说明载于下文第二节。 

  

https://undocs.org/ch/A/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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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候选人资格说明* 

  塞尔希奥·阿布鲁·博尼利亚(Sergio Abreu Bonilla) (乌拉圭)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职业生涯 

–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秘书长(2020-2023 年) 

  专业经验 

– 参议员(1990-1993 年；2005-2010 年；2010-2015 年；2020-2025 年)。

民族党。以下委员会成员：国际事务、公共财政和宪法及立法、工

业、科学和技术 

– 乌拉圭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2003-2020 年) 

– 工业、能源和矿业部长(2000-2002 年) 

– 外交部长(1993-1995 年) 

– 南共市联合议会委员会副主席(1992 年) 

– 参议院第一副议长(1992 年) 

–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行政和财务部主任(1979-1989 年) 

– 律师，国家公务员部(共和国总统直属机构，1974-1977 年) 

  私营部门 

– Abreu, Abreu & Ferres 律师事务所(前身为 Abreu & Asociados)，主

要合伙人(1983-2018 年)。民商法、诉讼和项目融资方面的法律评估

和国际咨询。 

– 乌拉圭行会外贸顾问(1995-1998 年) 

  国际组织 

– 秘鲁全国选举选举观察团团长(2016 年) 

– 秘鲁市政选举选举观察团团长(2014 年) 

– 《乌拉圭与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委员会成员(2003 年) 

– 乌拉圭回合《关贸总协定》谈判委员会主席(1994 年，马拉喀什) 

– 南共市理事会成员(1993-1995 年) 

– 联合国大会副主席(1993 年) 

 * 简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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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地马拉政变期间美洲组织秘书长率领在各方之间谈判的代表团

成员(1993 年) 

– 就美国与南共市之间的《拉斯罗萨斯协定》向参议院做报告的成员

(1992 年) 

– 就《南共市协定》向参议院做报告的成员(1991 年) 

  仲裁相关活动 

– 国际商会蒙得维的亚证券交易所仲裁和调解中心成员(1988 年至今) 

– 在国际法院“拉普拉塔河纸浆厂冲突”案中担任乌拉圭的法律顾问

(2007-2010 年) 

– 乌拉圭和巴拉圭任命的南共市成员国之间争端解决仲裁员 

– 不同案件的仲裁庭庭长和成员：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庭-蒙得维的亚证

券交易所调解和仲裁中心(1998-2009 年) 

  学历 

– 国家和国际安全高级行政人员项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管教育

项目。2018 年 8 月 12 日至 24 日 

– 参加证书。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课程，荷兰海牙(1983 年) 

– 美国和国际法学院参加证书，德克萨斯大学，西南法律基金会国际

法和比较法中心，得克萨斯州达拉斯(1980 年) 

– 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院，Pi Alpha Alpha 成员，洛

杉矶(1977 年) 

– 培训方法论和组织系统分析专家，南加州大学，洛杉矶(1977 年) 

– 法学和社会学博士(相当于法学博士)。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法学和社

会科学学院，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74 年) 

  政治活动 

– 副总统候选人(1999 年 Lacalle/Abreu 和 2004 年 Larrañaga/Abreu) 

– 民族党委员会成员 

– 民族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学术成员资格 

– 历史和地理科学院院士(2019 年，乌拉圭) 

– 巴拉圭历史科学院院士(2019 年) 

– 乌拉圭海事联盟成员 

– 美洲律师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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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活动 

– “一体化的历史和理论”教授。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大学商业研究所

(1996 年至今) 

– “国际商务谈判理论与实践”教授。国际关系学硕士。共和国大学

法学院(2005-2008 年) 

– 国防部国家研究生学习中心终身教授。主题：“大陆政治形势”和“南

锥地区政治形势”(1995-2008 年) 

– 陆军学院、海战学院和空军学院客座教授。国防部(1995-2008 年) 

– 阿根廷查科省雷西斯滕西亚国立东北大学区域一体化进程硕士“国

际谈判”客座教授(1997-2001 年) 

– 西班牙桑坦德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回归历史联系：南共市与

欧洲联盟”课程客座教授 (主题：“新的国际贸易集团与南共

市”)(1996 年) 

– “拉丁美洲与多边贸易制度”课程客座教授，拉丁美洲康普伦斯研

究所伊比利亚-美洲高级研究硕士课程，西班牙马德里(1995 年) 

– 国家公务员部大学专业人员课程公共财政教授(1986 年) 

– 乌拉圭共和国大学公共财政助理教授(1978 年) 

  出版物 

书籍 

– Ingrato Fuego Amigo – Montevideo: Linardi & Risso, 2019  

– Romeo Perez Antón; Ernesto Berro Hontou; Agapo Luis Palomeque; 

Graciela Berro; Alvaro Fernandez; José Rilla; Sergio Abreu - La obra de un 

estadista : Bernardo P. Berro. Montevideo: De la Plaza, 2019  

– La Vieja Trenza: la alianza porteño-lusitana en la Cuenca del Plata 1800 a 

1875 – Montevideo: Planeta, 2013 

– Alejandro Pastori y Sergio Abreu Bonilla - Compromiso democrático en la 

UNASUR – En: Después de Santiago: Integración Regional y Relaciones 

Unión Europea-América Latina. Centro Unión Europea de Miami 

Florida/Cátedra Jean Monnet, 2013.  

– El Hilo Conductor. Conferencias y Discursos - Montevideo: Imprenta 

Azzurri, 2007 

– La experiencia de la negociación del Acuerdo de Asociación entre la Unión 

Europea y el MERCOSUR. En “Europa y América Latina: el otro diálogo 

transatlántico”- Madrid: CEI, 2006 

– MERCOSUR, Una Década de Integración – Montevideo: Fundación de 

Cultura Universitaria, 2000 

– Sergio Abreu, Alejandro Pastori - Uruguay y el Nuevo Orden Mundial - 

Montevideo: Fundación de Cultura Universitaria,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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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OSUR e Integración - Montevideo: Fundación de Cultura 

Universitaria, 1991. 

– Julio María Sanguinetti, Sergio Abreu, Alberto Couriel - Uruguay y el 

MERCOSUR- Montevideo: Universidad, 1991. 

论文和观点文章 

– El TISA y los servicios profesionales. Tribuna del Abogado N°193 (Junio-

Agosto 2015). - p. 11-14 

– Reflexiones sobre el TISA. Academia Nacional de Economía, Julio 2015.  

– Proyección estratégica del Uruguay en sus espacios marítimos. Consejo 

Uruguay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nálisis 03/2015. 2015  

– Una herida letal al MERCOSUR. Documentos KAS Nº 1, Octubre 2012.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Consejo Uruguay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Montevideo. 

– La relación bilateral con Argentina: una visión objetiva. Consejo Uruguay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studio del CURI 01/12. 2012  

– La hipocresía de la OCDE. Consejo Uruguay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nálisis 06/2011. 2011  

– Una visión oriental (uruguaya) de la realidad regional. Consejo Uruguay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nálisis 01/11. 2011  

– América Latina en el escenario global. Consejo Uruguayo para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studio 06/10. 2010  

– El agua un recurso estratégico. Consejo Uruguayo para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nálisis 03/2010. 2010  

– Negociación MERCOSUR-Unión Europea: algunas reflexiones. Consejo 

Uruguayo para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nálisis 01/2010. 2010  

- Gobernanza mundial: liderazgo y responsabilidad. Consejo Uruguayo para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nálisis 13/09. 2009  

– La vulnerabilidad de la economía uruguaya. Consejo Uruguay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nálisis 07/09. 2009  

– Brasil en la región Liderazgo y responsabilidad. Consejo Uruguay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studio 01/08. 2008  

– Reflexiones para un MERCOSUR Viable. Fundación Konrad Adenauer – 

CURI. 2006. 

– La inserción externa del Uruguay: una visión política y estratégica. 

Diplomacia, Estrategia y Política. n.4, abr.-jun. 2006: pp. 171-207. 

– Lincoln Bizzozero - Sergio Abreu. Los países pequeños: Su rol en los 

procesos de integración (Español). INTAL. Julio 2000 Documento de 

Divulgación 8 

– El Sistema Internacional de Comercio y la Ronda Uruguay del GATT. 

Revista Diplomática. Setiembr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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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和周刊 

– Permanent columnist of “El País” newspaper of Uruguay and various 

national and foreign newspapers and weeklies.  

  荣誉与奖项 

– 耶路撒冷奖，2007 年 

– 1994 年斯托里奖，德克萨斯大学西南法律基金会 

– 欧洲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奖章 

– 下列国家颁发的奖项： 

阿根廷：玻利维亚圣马丁解放者勋章：大十字勋章 

巴西：大十字勋位(Grau de Grã-Cruz) 

智利：大十字勋章 

哥伦比亚：大十字勋章 

洪都拉斯：大十字银质勋章 

巴拉圭：葡萄牙特级大十字勋位：Grau de Grande Oficial 

秘鲁：大十字勋章 

梵蒂冈：大十字骑士勋章(Magna Cruce Equitem Ordinis) 

委内瑞拉：解放者勋章和 y Grade Big Cord 

  成员资格 

– 美洲协会 

– 美洲律师协会 

– 乌拉圭国际关系委员会(CURI)-(主席) 

– 国际商业和生产委员会(CICYP) 

–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CARI) 

– 国家经济研究院 

– 蒙得维的亚扶轮社 

– 乌拉圭律师协会 

– 乌拉圭税务研究所 

– 乌拉圭航空法学院 

– 乌拉圭-以色列商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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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圭-巴拉圭商会 

– 乌拉圭海事历史学院 

  语文 

 西班牙文、英文和葡萄牙文 

  个人资料 

 1945 年 11 月 12 日出生于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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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波·阿坎德(Dapo Akande)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021 年 1 月 7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阿坎德教授素质极高，在国际法教学和实践方面有超过 20 年的丰富经

验。作为联合王国主要的国际法学者之一，阿坎德教授就国际法律领域一系

列主题进行了广泛写作和研究。他在联合王国一些顶尖大学教授国际法，并

在许多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的机构担任客座讲师或访问研究员。阿坎德教授

带头开展了国际法时下极受关注的若干领域的重要国际研究项目。他是联合

王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大量期刊、学术协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委员会成员。 

 作为一名国际性的法律从业人员，阿坎德教授担任了多个国际组织的咨

询人，其中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刑事法院、非洲

联盟(非盟)、英联邦秘书处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阿坎德教授作为律师

或顾问，就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性仲裁庭、世界贸易组织争端

解决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国际诉讼以及国内法院涉及

国际公法的案件开展了工作。他在上述工作中代表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政府和

个体求偿人。阿坎德教授还向世界各国政府和律师提供了有关国际法专题的

培训。 

  学历 

 牛津大学文学硕士(经决定授予)，2004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硕士，1994

年；取得大律师和事务律师资格，尼日利亚法学院，1993 年；尼日利亚伊费大学

法学学士，1992 年。 

  学术工作 

 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国际公法教授(2018 年至今)，法学系国际

公法教授(2014-2018 年)，大学国际公法讲师，后任副教授(2004-2014 年)，牛津

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研究员(2018 年 4 月-)，圣彼得学院 Yamani 国际公法研究员和

高级法律导师(2004-2018 年)，牛津道德、法律和武装冲突研究所共同主任(2009

年-)，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后代人权项目共同主任(2013-2017 年)，牛津大学/乔治华

盛顿大学人权法暑期学校(2007-2010 年)，摄政公园学院法律研究主任(2006-2008

年)，杜伦大学法学讲师(2000-2004 年)；诺丁汉大学法学讲师(1998-2000 年)；剑

桥大学基督学院和沃尔森学院国际法导师(1996-1998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课

教师兼研究助理(1994-1996，1997-1998)。 

  客座教授和讲师职位 

 受邀担任海牙国际法学院讲师，2022 年暑期方案；受邀担任哈佛法学院客座

教授；首尔国际法学院(韩国国家外交学院)讲师，2018-2020 年；联合国国际法区

域课程讲师，2018 年和 2019 年；维也纳大学客座教授，2018 年；墨尔本大学法

学院尼尼安·斯蒂芬爵士访问学者，2015 年；卡托利卡全球法学院客座教授，里

斯本，2014 年-；纽伦堡原则国际学院首期纽伦堡暑期学院主任，2015 年；受邀

担任耶鲁法学院客座教授(2012 年，无法任职)；法学客座副教授、罗宾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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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员(2008-09 年)；迈阿密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2002 年和 2009 年；伦敦

暑期项目，2000-2007 年；爱丁堡大学法学客座讲师，2000-2003 年；联合国国际

法视听图书馆讲师 

  奖励、奖项及荣誉 

 美国国际法学会2019年执业律师和学者优异技术能力和实用价值荣誉证书：

Higgins, Webb, Akande, Sivakumaran & Sloan，《奥本海国际法：联合国》(2017 年，

牛津大学出版社)；Premio Regione Toscana Giorgio La Pira Prize[青年学者最佳论

文奖]，《国际刑事司法杂志》，2003 年；吉尔伯特·默里信托国际事务小组委员

会青年奖，1995 年 

  委员会、学术期刊和组织成员资格 

 美国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顾问和成员(2017-2019 年)；受托人(2017 年至

今)；咨询委员会成员(2006 年-)；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国际公法咨询委员

会成员(2008-2020 年)；《牛津投资索赔》咨询委员会成员(2017 年至今)；第 77 届

双年度会议指导小组成员(2016 年)；英国分会执行理事会成员(2006 年-)；国际组

织责任研究小组成员(2005-2012 年)；国际法协会国际组织问责委员会委员(2000-

2004 年)；科隆大学国际和平与安全法研究所咨询委员会成员(2015 年至今)；美

国法学会《对外关系法重述(第四次)》项目国际咨询小组成员(2014 年至今)；非

洲国际法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2013 年至今)；国际人道法研究所当选成员(2010

年至今)；罗德信托董事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报》编辑委员会成员(2013 年至今)；荣誉编辑(2017 年至今)；

编辑委员会成员(2014-2017 年)；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2007-2014 年)；EJIL:Talk! 

(www.ejiltalk.org)创始编辑(2008 年至今)，《欧洲国际法学报》；《非洲国际法和比

较法学报》编辑委员会成员(2007-2013 年)；《国际法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2013

年至今)；《以色列法律评论》咨询委员会成员(2015 年至今)；《尼日利亚国际法年

鉴》编辑委员会成员(2015 年至今)；《埃塞俄比亚国际法年鉴》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5 年至今)； 

 非洲司法和问责小组成员(2016 年至今)；罗德信托董事会成员(2020 年至今)；

世界经济论坛人权的未来全球理事会成员(2016-2018 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本杰

明·费伦茨国际司法倡议顾问委员会成员(2016 年至今)；Protect Education in 

Insecurity 基金会(前身为 Education Above All)法律咨询委员会成员(2010-13 年)；

过渡期正义国际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2011 年至今)；非洲国际律师(ILFA)咨询委

员会成员(2011-2019 年)；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批准和

执行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2006-2009 年)；Redress 信托国家豁免和酷刑问责项目

咨询委员会成员(2004-2005 年) 

  

http://www.ejiltal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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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和专业服务 

  担任以下组织和政府的咨询人/顾问/专家：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武装冲突局势中人道主

义救济行动相关法律咨询人(2013-2016年)；联合国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2013

年给联合国大会的关于“无人机、生命权、定点清除问题”报告顾问。 

外交部法律顾问年度非正式会议发言人，纽约联合国总部(2011 年和 2018 年)；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大会专家发言，“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的管辖权”，

联合国总部(2017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确保在反恐和军事行动中根据

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使用遥控飞机或武装无人机”的互动式专家小

组的主持人(2014 年) 

非洲联盟委员会——技术工作组成员，国际法院关于国家元首豁免的可能咨询意

见(2018-19 年)；咨询人，就国际法院关于国家元首豁免的可能咨询意见提供咨询

(2013 年)；咨询人，受聘就《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审查提供咨询(2009 年)；咨

询人，负责起草《综合反恐示范法》(2005-06 年)； 

英联邦秘书处——咨询人，编写了《国际人道法手册》(2013 年)；专家工作组成

员，《关于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英联邦示范法》审查(2011 年)； 

北约合作网络防御英才中心，爱沙尼亚塔林——国际专家组成员，《适用于网络

战的国际法塔林手册》，第 2 版(2015 年-) 

菲律宾外交部，代表东盟/中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工作组——“国际法中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概念”咨询人(2015 年)； 

英国议会所有党派无人机问题议会小组——关于调查在使用无人机方面英国与

各伙伴之间协作问题的法律顾问(2015-2018 年)； 

日本政府——国际法问题顾问(2020 年至今)。 

  受聘在国际性法庭的案件中担任律师、法律顾问、顾问或助理： 

国际法院——律师和顾问——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赔偿阶段，乌

干达的律师和顾问(2018年-)；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赞比亚的律师和顾问(2018年)； 

国际法院——律师助理/顾问——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南斯拉夫诉比利时)，比利

时的律师 Daniel Bethlehem 先生的助理；卡西基里/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纳米比

亚)，纳米比亚的律师伊莱休·劳特帕奇特教授(司令勋章，皇家律师)的助理；卡

塔尔和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巴林的律师伊莱休·劳特帕奇特爵士教授(司

令勋章，皇家律师)的助理；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大坝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律师罗莎琳·希金斯教授(皇家律师)的助理；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

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联合王国的律师 Daniel Bethlehem 先生的助

理；东帝汶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葡萄牙的律师希金斯教授(皇家律师)的助理；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代表尼日利亚的事

务律师 D.J. Freemans 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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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法法庭——“San Padre Pio”号油轮第 2 号案(瑞士诉尼日利亚)，尼日利

亚的律师和顾问(2019 年至今)；“San Padre Pio”号油轮案(瑞士诉尼日利亚)，尼

日利亚的律师和顾问(2019 年)；“赛加羚羊号”(第 2 号)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诉几内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律师 Richard Plender 博士(皇家律师，法

学博士)的助理/顾问(1998-99 年) 

国际刑事法院——就可能的国际法论点向检察官办公室提供机密咨询意见(2019

年)；检察官诉哈桑·阿格·阿卜杜勒·阿齐兹·阿格·穆罕默德·阿格·马哈茂

德(辩护律师的专家)(2020 年) 

欧洲人权法院——Hanan 诉德国(第 4871/16 号申请)(大审判庭)，申请人的律师和

顾问(2019-20 年)；Sydorenko 诉乌克兰和俄罗斯(第 60373/14 号申请)；Obukhivskyy

诉乌克兰和俄罗斯(第 60400/14 号申请)；Vakhovskyi 诉乌克兰和俄罗斯(第

71842/14 号申请)，申请人顾问(2016 年) 

各仲裁庭——安然尼日利亚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开曼群岛)诉尼日利亚拉各斯州政

府、尼日利亚电力控股公司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第 14417/EBS/VRO 号案，

国际商会伦敦仲裁：专家，接受申请人的指示(2007 年)；Sandline 诉巴布亚新几

内亚，Sandline 的律师伊莱休·劳特帕奇特爵士教授(司令勋章助理，皇家律师)的

助理(1998 年)； 

各国际贸易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小组，DS590：日本-向韩国出口产品

和技术的相关措施，日本政府顾问(2020 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小组和世

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小组的案件中担任 Daniel Bethlehem 先生的助理(1996-97 年) 

  国家法院和法庭的案件的顾问/咨询人： 

英国的法院——女王(应反对武器贸易运动的申请) (上诉人)诉国际贸易大臣(被

上诉人)[2019] EWCA Civ 1020，(上诉法院)，(见习期间)协助代表英国政府的律

师；女王(应 Tony Michael Jimenez 的申请)诉(1)初级税务法庭和(2)英国税务海关

总署[2019] EWCA (Civ) 51(上诉法院)，在这起关于国际法规定的、域外适用税

法的管辖权案件中，(见习期间)协助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2018 年)；女王诉 Agnes 

Taylor (巡回刑事法庭)，在根据普遍管辖权对酷刑进行的诉讼期间，担任英国皇

家检控署顾问(2018 年)；Belhaj 诉 Straw，联合王国最高法院，在涉及酷刑指控

的主张中在外国国家行为问题方面代表英国外交部的律师团队的顾问(2015 年)；

女王(Alamieyeseigha)诉英国皇家检控署(英格兰：高等法院)，就尼日利亚一名州

长是否有权在英国享有起诉豁免权的意见提供协助(2005 年)；女王诉 Evans、都

市领薪专职治安官和其他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乌加特的单方面请求(英格

兰：上议院)，在国家元首豁免问题上为皮诺切特将军的律师(皇家律师 Clive 

Nicholls、James Cameron 和其他人)提供咨询(1999 年)；科威特航空公司诉伊拉

克航空公司(英格兰：高等法院)，协助科威特航空公司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格林

伍德教授(1997 年) 

新西兰——对伯纳姆行动的公开调查(由新西兰政府设立)，被任命为调查新西兰

国防军在阿富汗军事行动中行为的国际法专家，准备意见并参加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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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酒盒调查：新西兰调查委员会对某些税务相关事项的调查，协助克里

斯托弗·格林伍德教授(1996 年) 

美国——美国诉奥马尔·卡德尔(美国：军事委员会和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

美国诉大卫·希克斯(美国：军事委员会——带领学生团队向被指派代理在美

国军事委员会受指控的 3 名关塔那摩湾在押人员中的 2 人的军队律师(Bill 

Kuebler 少校，Khadr 案和 Dan Mori 少校，Hicks 案)提供咨询(由牛津大学 Pro 

Bono Publico支持)；提供有关战争法、国际刑法和人权法的咨询(2006-2008年)；

在关于 Yukos 石油公司案(美国：联邦破产法院)中协助 Vaughan Lowe 教授编

写关于国际法问题的专家意见(就国家行为原则提供咨询) (2005年)；为 Montiel 

Davis & Woodward Kimber(迈阿密律师事务所)准备了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审理

的移民程序的国际法层面的意见(2002-2003 年) 

巴基斯坦——Rupali Polyester 诉 Mitsui Hitachi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协助 Brian 

Dye (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大律师) (1995 年) 

  就以下事项提供法律意见： 

向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提供关于将委内瑞拉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意见

(2020 年)； 

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国际组织法问题的意见(与 Antonios Tzanakopolous

一起)(2019 年)； 

与外部法律顾问团队合作，就国内法与外国投资保护国际法的相容性向英国政府

部门提供建议(2019 年)； 

(见习期间)协助 Hugh Mercer(皇家律师)Jessica Wells(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大

律师)就与海洋污染事件引起的十亿美元索赔有关的国际法问题为保赔协会提供

意见(2019 年)； 

关于英国对叙利亚政府的空袭的合法性的意见，受工党副党魁汤姆·沃森议员委

托(2018 年)； 

(与皇家律师 Timothy Otty)就以下方面向联合国官员提供联合意见：为有关国际

法禁止的强迫转移的条件和目的地的谈判提供法律援助的国际法影响(2017 年)； 

英格兰与英国使用无人机有关的可能诉讼的咨询意见(2016 年)； 

为博茨瓦纳政府起草立法以履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的义务提供咨询(2010-

2013 年)； 

向一个非洲国家提供关于修改国际法院关于领土争端判决的可能诉讼的咨询意

见(2012 年)； 

关于非洲国家间边界争端的咨询意见(2012 年-)； 

就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向一国政府提供咨询意见(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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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培训 

参与就国际法事项，特别是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对律师和政府官员进行的培

训——英国皇家海军——牛津军事律师国际法培训方案协调员(自 2004 年起参与，

2006-2016 年担任协调员)；英国武装部队——军事判断和领导力管理教育方案联

合主席，2020 年；尼日利亚联邦刑事检控专员办公室/尼日利亚军队——关于加

强尼日利亚司法和问责的讲习班：检察官处理《尼日利亚刑法》规定的最严重和

最复杂罪行的能力建设讲习班(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拉各斯和阿布贾讲

习班；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英国外交部国际法课程，劳特帕赫特国际法

中心，剑桥，2010 年 9 月；JUSTICE/CICT 在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为处于职

业生涯中期的外交官举办的“民主、人权和善政培训方案”/人权高级课程定期

演讲人(伦敦，2004 至 2008 年的几门课程)；丹麦外交部法律司——为新任法律

司司长组织了强化培训班，2010 年；苏丹政府——参加了对苏丹政府高级官员

和法官的国际人道法培训(2005 年，伦敦)；若干亚洲及太平洋国家政府——对

亚太地区政府官员进行关于执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培训。诺丁汉大学人

权法中心组织的课程(2005 年 9 月，吉隆坡；2007 年 4 月，诺丁汉；2012 年 9

月(来自泰国的法官))。 

  带头开展的研究项目 

首席研究员，微软公司资助的国际法和网络行动项目(2020 年)；首席研究员，日

本政府资助的研究各国在网络行动方面尽职调查义务的项目；首席研究员，日本

政府资助的研究各国同意国际性法庭管辖权的项目；首席研究员，星球基金会资

助的设立牛津国际和平与安全方案的项目；联合研究员(与 Jennifer Welsh 教授、

David Rodin 博士和 Hugo Slim 博士一起)，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的关于“战争个

性化”的项目(2013 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武装冲突局势中人道主义

救济行动相关法律牛津指南》编写项目首席研究员(2013-2020 年)；首席研究员(与

Sandra Fredman 和 Simon Caney 教授一起)，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后代人权方案资助

的项目：从理论到实践(2012 年)；首席研究员(与 Jennifer Welsh 教授和 David Rodin

博士合作)，牛津大学詹姆斯·马丁 21 世纪学院资助的建立牛津伦理、法律和武

装冲突研究所(ELAC)的项目(2008 年)。 

  出版物 

书籍  - Saul & Akande (eds.), Oxford Guide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Akande, Kuosmanen, McDermott & Roser (eds.), 

Human Rights and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Poverty, Conflict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The United N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with Higgins, Webb, Sivakumaran & Sloan);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编写著作的国际专家组成员 ); Practitioner’s Guide to 
Human Rights in Armed Confli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顾问编辑，与
Murray, Garraway, Hampson, Lubell & Wilmshurst,); Oxford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Justice (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编辑，与
Cassese 等人) 

书籍章节 – “Peace Negotiations as ‘Interests of Justice’” (with Talita de Souza Dias) 

in Steinberg (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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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Proposals (2020); “Understanding the Aggression Amendments”, in Steinberg 

(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Reform 
Proposals (2020); “Classification of Conflicts”, in Saul & Akande (eds.), Oxford Guide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The Impact of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on the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ICC Arrest Warrants", in 

Steinberg (ed.), Contemporary Issues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Brill, 

2016), p. 77;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Concept of Aggression”, Kress 

& Bariga (eds.)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with 

Antonios Tzanakopoulo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Evans (e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th ed), Chapter 8; “Classific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Relevant Legal Concepts” in Wilmshurst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nfli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译为西班牙文出版，即 

“La clasificación de los conflictos armados: los conceptos jurídicos relevantes”, (2019)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77-144]; “US/NATO Targeting of 

Afghan Drug Traffickers: An Illegal and Dangerous Precedent?”, in Gaston (ed.) The 

Laws of War and 21st Century Conflict (Idebate Press, 2011), p. 135;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pp. 41-53 “Civil Remedies for International Crimes”, 

“The Protective Principle”, “The Active Nationality Principle”, “The Passive 

Personality Principle”, “The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Arrest Warrant Case”, “Pius 
Nwaoga v. The State”, all in Oxford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Justice (2009, OUP);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mmunities in Prosecu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rimes”, in Harrington, Milde & Vernon (eds.), Bringing Power to 
Justice? The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学刊论文 - “Conflict-induced Food Insecurity and the War Crime of Starvation of 

Civilians as a Method of Warfare: The Underlying Rul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0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Treaty Law and ICC 

Jurisdiction over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2018) 29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39 (with Antonios Tzanakopoulos);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2018)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29 (with Antonios Tzanakopoulos); “The 

Immunity of Heads of States of Nonpart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ICC”, (2018) 11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172; “The Oxford Guidance on the 

Law Relating to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An 

Introduction” (2017) Anuário Português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6 23(with 

Emanuela-Chiara Gillar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in the ICC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2017) 58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nline (with Antonios 

Tzanakopoulos); “Promoting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Regulating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 in Armed Conflict: The Law and Some Policy Considerations”, (2017) 

50 Israel Law Review 119 (with Emanuela-Chiara Gillard); “Arbitrary Withholding of 

Consent to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 in Armed Conflict”, (2016) 92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483 (with Emanuela-Chiara Gilla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Regulating the Use of Armed Drones” (2016) 65 Int. & Comp. Law Q 791 (with C. 

Heyns, L. Hill-Cawthorne & T. Chengata); “Se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s a Forum for Contentious and Advisory Proceedings (Including Jurisdiction)” 

(2016) 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20, [also published as "Le choix 

de recourir à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n matières contentieuses et consultatives 

(y compris la question de la compétence) (2016) 7 JIDS 345"]; “'Introduction to 

Symposium on Koh & Buchwal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 (2016) 11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Unbound 226; “The 
Lieber Code and the Regulation of Civil War in International Law”, (2015) 53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638 (with Lawrence Hill-Cawthorne); 'Clarifying 

Necessity, Imminence, and Proportionality in the Law of Self-Defense' (2013) 10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63-570 (with Thomas Lieflae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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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Domestic Proceedings on State Obligations 

to Cooperate with the ICC”, (2012) 1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299-

324;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Foreign Domestic Courts: A Rejoinder to 

Alexander Orakhelashvili”, (2011) 22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57-861 

(with Sangeeta Shah); “Assessing the African Union’s Concerns About Article 16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011) 4 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50 (with Charles Jalloh & Max du Plessis);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Foreign Domestic Courts”, (2010) 2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15-

852 (with Sangeeta Shah); “Clearing the Fog of War? The ICRC's Interpretive Guidance 

on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Hostilities”, (2010) 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80-192; “The Legal Nature of Security Council Referrals to the ICC and its 

Impact on Al Bashir’s Immunities”, (2009) 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333-352; “Are there Limits to the Pow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2007) 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Law Immun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004) 9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407-433;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ver Nationals of Non-Parties: Legal 

Basis and Limits”, (2003) 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618-650;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What Role for the WTO?”, 

(2003) 43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5-404. (with Sope Williams); “The 

Compete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dvi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98) 9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437 

– 467; “Nuclear Weapons, Unclear Law? Deciphering the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97) 68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165 – 217;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there 

Room for Judicial Control of Decisions of the Political Org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97) 46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pp. 309-343;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1996) 8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pp. 592-616; “The Legal 

Imperatives toward Supranationalism Inheren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held at Cairo, in Sept. 1996, pp. 103-115; “New Trends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 a section i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1993”, 

(with Susan Davis, Mark Guerts, Tara Doyle). 1994 European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 Law Review, No.1, pp. 71-96. 

工 作 文 件 和 委 托 编 写 的 报 告  - “Humanitarian Actors’ Engagement with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2017) Anuário Português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6 105 (with Emanuela-Chiara Gillard); D. Akande and E. 

Gillard, 'Oxford Guidance on the Law Relating to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2016) Commissioned and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The Concept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SEAN/China Joint Working Group on 

Declaration of Code of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2015);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2013); “Prosecuting Aggression: The Consent 

Problem and the Ro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Working Paper, Oxford Institute for 

Ethics, Law and Armed Conflict, 2010; N.D. White and D. Akande, Internal 
Accountability of Officials, Agents and Experts within the UN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une 2001). 

简短说明和评论 - “A New Approach to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in the ten years ahead 

of the Rome Statute: Why and when should the Prosecutor use her discretion under 
Articles 53(1)(c) and 2(c) of the Statute to defer Investigations or prosecutions in 

situations of active armed conflict” ICCForum.com (June 2018) (with Talita de Souza-

Dias); “An Analysis of why the ICC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rime of 

http://www.elac.ox.ac.uk/downloads/dapo%20akande%20working%20paper%20may%202010.pdf
http://www.elac.ox.ac.uk/downloads/dapo%20akande%20working%20paper%20may%202010.pdf
https://iccforum.com/anniversary#Akande
https://iccforum.com/anniversary#Akande
https://iccforum.com/anniversary#Akande
https://iccforum.com/anniversary#Akande
https://iccforum.com/aggression#Ak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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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ssion Committed by Nationals of ICC Parties which have not Ratified the 

Kampala Aggression Amendments”, ICCForum.com (February 2018);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and the Obligation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UCLA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nline Forum (2011); “What 
Exactly Was Agreed in Kampala on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2010) 2 Equality of 
Arms Review 23-25 (also published in Commonwealth Meet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011), 65-68); “The Bashir Indictment: Are Serving Heads of States 

Immune from ICC Prosecution?”, in Debating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Africa (Collected 
Essays Oxford Transitional Justice Research 2008-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fljs.org/uploads/documents/Justice_in_Africa.pdf’ “The Act of State 

Doctrine”, New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2008, OUP); "The Era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e Hutchinson Almanac 2000, pp. 504-5; "Prosecuting 

Heads of Stat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Milosevic and Pinochet Cases", published 

anonymously in Strategic Comments (a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July 1999; “Introductory Notes - Category A, B, C & E Claims 

Against Iraq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1998) 109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pp. 2-13, 119-126, 206-213, 480-485; “Introductory Note - 

In the matter of: tariffs applied by Canada to certain US - orig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NAFTA Arbitral Panel)” ,(1999) 110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543-547; 

“Introductory Note - Dispute Concerning the Course of the Frontier Between B.P. 62 
and Mount Fitzroy (Argentina/Chile)”, (1999) 113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1;  

自 2008 年起，在 EJIL:Talk! (www.ejiltalk.org)发表超过 250 篇说明、简短评论和
其他文章。 

书评 - Review of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stitutions and Procedures, 

Collier and Low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1) 64 Modern Law Review 140-

142;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Muller, Raic and Thuránszky (eds.), (Martinus Nijhoff, 1997). (1998) 69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24-527; Review of National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France, Germany, India, Switzerland,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Monroe Leigh 

and Merritt R. Blakeslee (eds.), (ASIL, 1995). (1995) 7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pp. 215 -216. 

  部分主旨演讲/命名讲座 

主旨演讲，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年度会议(2019 年)；杰出教授致辞，西英格兰大

学(2019 年)；杰出讨论者，Grotius Lecture，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开幕演讲(2018

年)；Ruth Steinkraus-Cohen 年度国际法讲座(2018 年)；《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年

度讲座(2017 年)；基尔大学首届 Thornberry 国际法和人权讲座(2015 年)；Susan N.

和 Augustus DiZerega 讲座，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2015 年)；墨尔本大学亚太军

事法中心尼尼安·斯蒂芬爵士客座研究员讲座(2015 年)；英国政府法律服务人

员，首届国际法会议(2014 年)。 

  

https://iccforum.com/aggression#Akande
https://iccforum.com/aggression#Akande
http://uclalawforum.com/darfur
http://uclalawforum.com/darfur
http://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624734E8-8F8D-4022-A294-80DCE32B0058
http://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624734E8-8F8D-4022-A294-80DCE32B0058
http://www.fljs.org/uploads/documents/Justice_in_Africa.pdf
http://www.ejiltal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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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洛斯·阿圭略·戈麦斯(Carlos J. Argüello Gómez) (尼加拉瓜)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卡洛斯·阿圭略·戈麦斯于 1946 年出生于尼加拉瓜马那瓜。 

  高等教育 

中美洲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0 年) 

  语文 

西班牙文(母语)、英文(双语)、法文(程度一般) 

   荣誉 

尼加拉瓜海军荣誉勋章(2007 年) 

中美洲大学名誉博士(2013 年) 

尼加拉瓜陆军大十字勋章(2013 年) 

尼加拉瓜国民议会荣誉奖章(2013 年) 

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临时所长(2014-2016 年)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经验 

律师事务所执业(1970-1979 年) 

中美洲大学民法学教授(1974-1975 年) 

国家重建军政府法律办公室协调员(1979-1980 年)。当时，军政府行使尼加拉瓜行

政和立法权力。 

司法部副部长兼副总检察长(1980-1982 年) 

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1982-1983 年) 

尼加拉瓜驻荷兰王国大使(1983-1990 年) 

在国际法院审理下列案件时曾出庭担任尼加拉瓜的代理人(1984-2018 年)： 

–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

合众国)(1984-1991 年) 

– 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1986-1987 年) 

– 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1986-1992 年) 

– 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诉讼) 

(1986-1992 年) 

–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洪都拉

斯)(1999-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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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05-2009 年) 

– 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2001-2012 年) 

–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0-

2015 年) 

– 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建道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2011-2015 年) 

–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赔偿问

题)(2017 年-) 

–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4-2018 年) 

– 波蒂略岛北部的陆地边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7-2018 年) 

尼加拉瓜外交部国际法问题(特别是主权和海洋法问题)法律顾问(1984 年-) 

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1986 年-) 

尼加拉瓜驻荷兰王国大使(1993-1997 年) 

中美洲大学法律系主任(1997-2000 年) 

中美洲大学国际公法教授(1997-2000 年) 

尼加拉瓜驻荷兰王国大使(2000 年-) 

尼加拉瓜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2000 年-) 

驻商品共同基金副理事(2003 年-) 

在国际法院审理下列案件时曾出庭担任尼加拉瓜的代理人： 

– 尼加拉瓜海岸 200 海里以外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大陆架划界问题(尼加

拉瓜诉哥伦比亚)(2013 年-) 

– 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受侵犯的指控(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2013 年-) 

驻荷兰王国外交使团团长(2009 年-) 

尼加拉瓜驻圣詹姆斯宫非常驻大使(2010-2014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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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田正彦(Masahiko Asada) (日本)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1958 年 1 月 21 日 

出生地点：日本山口县防府市 

教育背景：京都大学法学学士(1981 年) 

    京都大学法学硕士(1983 年) 

    京都大学法学博士(2016 年) 

现任职务：同志社大学法学系国际法教授 

   京都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其他主要现任职务： 

日本国际法学会名誉理事(前会长)(2020 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解决保密纠纷委员会成员，海牙(2016 年-) 

国际法协会使用武力问题委员会成员，伦敦(2006 年-) 

国际法协会核武器、不扩散和当代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伦敦(2011 年-) 

日本学术会议连携会员(2020 年-) 

外务省国际法研究组成员(1993 年-) 

国际法日本实践研究组成员(1993 年-) 

外务省国际法政策研究组成员(2017 年-) 

外务省军备控制和科学事务部长顾问团成员(2002 年-) 

国家人事局综合事务职位招聘考试考官(国际法)(2012 年-)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2005 年-)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核不扩散科学技术论坛成员(2006 年-)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信息披露委员会委员(2005 年-) 

日本国际安全与贸易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2005 年-) 

亚洲国际法学会日本分会执行理事会成员(2007 年-) 

日本世界法律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2008 年-) 

日本裁军研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2009 年-) 

国际法协会日本分会执行理事会成员(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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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安全法杂志》编委会成员，牛津(2000 年-) 

《日本国际法年鉴》协理编辑，东京(2006 年-) 

科隆大学国际和平与安全法律研究所咨询委员会成员，德国(2015 年-) 

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东京(2003 年-)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裁军与不扩散促进中心/裁军和科学技术中心兼职研究员，东

京(2004 年-)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兼职研究员，东京(2005 年-) 

  主要曾任职务： 

京都大学法学部研究助理(1985-1987 年) 

约克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1987-1988 年)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英国(1988-1989 年) 

冈山大学法学部国际法副教授(1989-1996 年) 

冈山大学法学部国际法教授(1996-1999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国际法教授(1999-2013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研究科国际法教授(2013-2016 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副主任(2017-2019 年) 

京都大学理事会成员(2017-2019 年) 

禁化武组织解决保密纠纷委员会成员，海牙(1997-2003 年) 

禁化武组织解决保密纠纷委员会副主席，海牙(1999-2000 年，2018-2020 年)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山田中正大使助理，日内瓦(2008 年) 

禁化武组织教育和外联咨询委员会成员，海牙(2016-2018 年) 

联合国核查问题政府专家组成员，纽约(2006-2007 年) 

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成员，纽约(2009-2010 年) 

奥克兰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新西兰奥克兰(2019-2020 年) 

裁军谈判会议日本代表团法律顾问(负责《禁化武公约》谈判)，日内瓦(1991-1993 年) 

禁化武组织筹备委员会日本代表团顾问，海牙(1993-1997 年) 

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日本代表团顾问，海牙(1997-2006 年) 

禁化武公约缔约国大会第九届会议日本代表团顾问，海牙(2004 年) 

禁化武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日本代表团顾问，海牙(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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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部分奖项：五次获颁美国国务院卓越荣誉奖，表彰其在双边和多边法律宣

传和外交方面的持续卓越表现。 

就业法办公室(2002 年至 2004 年) 

律师、顾问——就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当地聘用工作人员的就业和劳工权利提

供法律意见，并为针对美国国务院提出的索赔进行辩护。 

不扩散办公室(1999 年至 2002 年) 

律师、顾问——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多项区域无核武器区

条约以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达成的某些核保障监督协定提供法律意

见；在原子能机构和其他《不扩散条约》大小会议上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 

美国国务院国际法顾问委员会(2013 年至今) 

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下设的利益攸关方咨询委员会(2015年至今) 

美国国务院宗教与缓解冲突工作小组(2014 年至 2015 年) 

其他专业经历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2013 年至 2017 年) 

美国替补成员，担任独立专家，评估国内法与联合国和欧洲标准的一致性。 

媒体自由问题法律专家高级别小组外部咨询委员会(2019 年至今) 

高级别小组由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召集，提供有关促进媒体自由的建议；外部咨询

委员会就各个项目向高级别小组提供咨询；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担任秘书处。 

监督委员会成员(2020 年 4 月至今) 

被任命为监督委员会首届 20 名成员之一，该委员会通过其上诉和转介程序对脸

书的全球内容审核决定发表具有约束力的意见，并向脸书提供政策建议。 

全球网络倡议学术成员(2016 年至今) 

参与这项重要的多方利益攸关者倡议，促进企业尊重网上表达和隐私。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凯恩领导力研究所：民主与人权工作组(2017 年至今)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人的方面的机制专家(2016 年至 2019 年)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华盛顿特区(1997 年至 1999 年) 

尊敬的亚瑟·伽加萨法官的司法书记员 

起草关于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政府合同、税收和其他问题的备忘录和意见。 

华盛顿特区阿诺德和波特尔(Arnold & Porter)律师事务所(1995 年至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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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证券业务组律师 

主要为互联网和电信企业以及国际许可和合资项目证券的公开发售和私募提供

咨询意见；为来自苏丹的宗教迫害受害人寻求庇护。 

荣誉与奖项 

• 外交关系理事会会员(2021 年当选) 

• 大卫·罗斯·博伊德(David Ross Boyd)教授称号(俄克拉荷马大学最高

荣誉之一，2021 年) 

• 美国法学会会员(2020 年当选) 

• 俄克拉荷马《日报记录》年度女性奖“卓越五十人”奖项得主(2019 年) 

• 世界体验基金会“法律全球公民”(2017 年) 

• 全美大学大卫·伯伦(David L. Boren)全球参与奖得主(2016 年) 

出版物 

E. Aswad, Losing the Freedom to Be Human, 52 Colum. Hum. Rts. L. Rev. 306 (2020).  

E. Aswad, To Prote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y Not Steal Victory from the Jaws of 

Defeat? 77 Wash. & Lee L. Rev. 609 (2020).  

E. Aswad, In a World of “Fake News,” What’s a Social Media Company to Do?  2020 

Utah L. Rev. 1009 (2020). 

E. Aswad, The Futur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line, 17 DUKE L. & TECH. REV. 

26 (2018). 

E. Aswad, Are Recent Governmental Initiatives to Combat Online Hate Speech, 

Extremism, and Fraudulent New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Regime? (GOVERNANCE INNOVATION FOR A CONNECTED WORLD: 

PROTECTING FREE EXPRESSION, DIVERSITY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SYSTEM - A Special Report by Stanford University’s 

Global Digital Policy Incubator &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2018). 

E. Aswa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HUMAN RIGHTS: A DIGITAL 

COURSEBOOK (2017, 2020 年修订 )。E. Aswad, The Role of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as Enforcers of Europe’s New Internet Hate Speech Ban, 1 COLUM. 

HUM. RTS. L. REV. ONLINE 1 (2016). 

E. Aswad,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Constitutions Emerging from Arab Spring 

Revolutions, 16.1 GEO. J. INT’L AFFAIRS 159 (Winter/Spring 2015).  

E. Aswad, R. Hussain, & M. Suleman, Why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Agree to 

Disagree on Blasphemy Laws, 32 B.U. INT’L L. J. 119 (2014). 

E. Aswad, To Ban or Not to Ban Blasphemous Videos, 44 GEO. J. INT’L L. J. 1313 

(2013). 

A. Gajarsa, E. Aswad, & J. Cianfrani, How Much Fuel to Add to the Fire of Genius? 

48 AM. U. L. REV. 1205 (1999) (分析专利法中的修理/再造理论)。 

E. Aswad, Torture by Means of Rape, 84 GEO. L. J. 1914 (1996) (cited favorably in 

three U.S. federal appellate decisions: 99 F.3d 954 (9th Cir. 1996), 395 F.3d 932 (9th 

Cir. 2002), and 333 F.3d 463 (3rd Cir. 2003)).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78888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29175
https://works.bepress.com/evelyn_asw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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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讲演活动和专家会议 

社交媒体和国家语言，国际法协会美洲分会视频讲座(国际法周末——南区)，2021

年 4 月 

我们真的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吗？，“超越自我”播客，2021 年 1 月(担任

特邀演讲嘉宾，讨论利用技术收集个人数据并从中获利的商业模式带来的影响) 

查塔姆研究所意见自由圆桌会议，2020 年 12 月(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关于意见自由

与技术交叉领域的私人圆桌会议) 

还好笑吗？讽刺、深度造假和全球人权，目击者媒体实验室举办的网络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是言论自由还是网上错误信息：谁来决定？盖洛普和奈特基金会网络研讨会，

2020 年 6 月 

带您认识新的脸书监督委员会，阿斯彭研究所网络研讨会，2020 年 5 月 

把关人归来：第 230 条与网络言论的未来，卡托研究所，华盛顿特区，2020 年 3

月(在题为“内容审核的未来(与过去)”的专家讨论小组中担任发言嘉宾) 

美国大学关于法律与民主的法律审议研讨会，华盛顿特区，2020 年 1 月(在专门

关于网上政治言论的专家讨论小组中担任发言嘉宾) 

网络会议现状，华盛顿特区，2020 年 1 月(在题为“管控言论：下一个十年，我

们能否做得更好？”的专家小组讨论中担任发言嘉宾) 

言论的未来在线会议，新闻博物馆，华盛顿特区，2019 年 11 月(在民主与技术中

心等主办的会议上担任“国际人权法在保护在线言论方面的效用”的讨论嘉宾) 

应对选举中的网络虚假信息：适用国际人权法，英格兰伦敦，2019 年 11 月(在皇

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即查塔姆研究所)主办的公开讨论中担任专家小组嘉宾) 

新闻、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责任，犹他州盐湖城，2019 年 10 月(在《犹他州法律

评论》专题研讨会上担任嘉宾，讨论与在线虚假信息相关的企业责任) 

谷歌打击虚假信息会议，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2019 年 6 月和 2018 年 7 月(在谷

歌总部与专家讨论网上欺诈新闻及出路) 

查塔姆研究所关于“影响选民的网络运作”圆桌会议，2019 年 5 月(通过视频参

加闭门圆桌会议，将美国视角引入欧洲学者和专家的讨论中) 

社交媒体委员会：从概念到现实，由斯坦福大学全球数字政策孵化中心、《第 19

条》组织以及联合国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主持的工作会议，加利福尼亚州帕

洛阿尔托，2019 年 2 月(担任内容审核实质性标准讨论部分的首席评论员) 

七十年后：《世界人权宣言》在国际商业运作中的重要意义，俄克拉荷马城联合国

协会，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城，2018 年 11 月(担任年会主旨发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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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院，华盛顿特区，2018 年 7 月(担任讨论嘉

宾，讨论民间团体如何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促进全世界的宗教自由) 

全球数字平台和民族国家：在数字空间优化人权的角色、责任和互动，RightsCon

峰会，加拿大多伦多，2018 年 5 月(担任讨论嘉宾，讨论在网络言论方面的言论自

由国际保护措施；专家讨论会由斯坦福大学全球数字政策孵化中心执行主任组织) 

互联世界的治理创新，国际工作会议，斯坦福大学全球数字政策孵化中心，加利

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2018 年 3 月(担任讨论嘉宾，讨论在网络上如何适用国际

表达自由标准) 

塔尔萨外交关系委员会，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2018 年 1 月(在 100 多名成员的

聚会上围绕国际商业和人权主题发表主旨演讲) 

圣母大学法学院新人权数据库启用，印第安纳州诺特丹，2017 年 4 月(关于人权

挑战的圆桌讨论) 

法律、边界和言论会议，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

托，2016 年 10 月(在会议非公开部分担任小组讨论会发言嘉宾) 

自由在线联盟年会，哥斯达黎加圣何塞，2016 年 10 月(在美国和德国政府组织的

关于网上仇恨言论和骚扰的小组讨论中担任演讲嘉宾) 

查塔姆研究所中西人权学者会议，瑞士日内瓦，2016 年 3 月(演讲分析欧洲“被

遗忘权”和国际表达自由标准) 

表达自由挑战，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利福尼亚，2016 年 1 月(联合国表达自由

特别报告员召集的专家会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所年度培训，纽约州纽约市，2014 年 4 月(介绍美

国批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意义) 

美洲体系的未来，圣母大学法学院，印第安纳州诺特丹，2014 年 4 月，由公民权

利和人权中心召集的专家会议 

伊斯兰合作组织人权委员会，丹麦哥本哈根，2013 年 9 月(丹麦人权研究所召集

的专家会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16/18 号决议执行会议，瑞士日内瓦，2013 年 6 月(向联合

国会员国介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表达自由的法律保护) 

下一季：在阿拉伯之春后重新调整国际法和西方政策，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专题讨

论会，马萨诸塞州波士顿，2013 年 3 月(发表了关于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和宗教

宽容问题的主旨演讲)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所年度培训，纽约州纽约市，2012 年 3 月(介绍美

国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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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华盛顿特区 

法学博士，成绩优良，1995 年 5 月 

法律评论：《乔治城法律杂志》，文章编辑 

荣誉：头巾勋章 

实习：应用法律研究中心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华盛顿特区 

理学士，成绩优异，1992 年 5 月 

主修：国际经济学 

荣誉：学术项目：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正义 

  特罗帕亚毕业典礼上的毕业演讲人 

海外学习：佛罗伦萨大学法学院，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共同体法律、国际组织和

国际公法) 

语言： 

法语和意大利语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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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格丹·奥雷斯库(Bogdan Aurescu) (罗马尼亚) 

 波格丹·奥雷斯库博士是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正教授。他在国际法

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既广泛从事学术实践，也作为资深职业外交官，包括自 2019

年 11 月起第二次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直接参与运用国际法。 

 波格丹·奥雷斯库教授现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 2017 至 2022

年，在此期间，他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推动将“与国际

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列入委员会议程的委员之一，目前担任委员会这一专

题研究组的共同主席。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奥雷斯库博士作为“与国际法有

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研究组共同主席，与另一位共同主席尼吕费尔·奥拉尔夫

人一起，以海洋法相关问题为重点，编写了关于该专题的第一份问题文件。 

 在他长达 22 年的学术生涯中，奥雷斯库教授一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

和其他著名国内外学术机构教授国际公法和其他国际法相关学科。他是多个国际

法期刊编委会和科学理事会的成员，曾撰写、合著、编辑和合编 19 本国际法领

域的书籍以及许多文章、研究和书评。目前，他担任《罗马尼亚国际法杂志》总

编辑。 

 奥雷斯库教授作为国际公法专家拥有丰富的履历背景。自 2002 年起，奥雷

斯库教授为欧洲委员会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的替补成员

(独立法律专家)，担任该机构 30 份报告、意见或研究的报告员或共同报告员，内

容涉及国际法律界的关键主题，包括保护少数群体成员、尊重被占领土人权、保

护集会自由、司法程序过长问题、军队的民主控制问题等。 

 奥雷斯库博士是国际法协会(伦敦)罗马尼亚分会会长以及罗马尼亚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协会国际法部主席(2003 年起)。他也是常设仲裁法院成员(2002 年起)和

罗马尼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 2 条指定的仲裁员(2009 年起)。 

 除了学术背景和国际公法专家的工作，奥雷斯库博士还广泛从事外交工作，

曾担任外交级别大使，2014 至 2015 年期间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自 2019 年 11

月起第二次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2016 至 2019 年，奥雷斯库博士担任罗马尼

亚总统外交政策顾问。 

 在罗马尼亚外交界服务期间(最初在国际法和条约局工作(1996 年))，奥雷斯

库教授担任过许多职务，都要求他积极参与复杂的国际法执行过程，包括曾担任

法律和条约局副局长(1999 年)、国际法和条约局局长(2000-2001 年)、法律事务总

干事(2001-2003 年)——罗马尼亚外交部法律顾问。2000 至 2003 年期间，他曾率

领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

委员会(公法顾委)。 

 2015 年 6 月，在他第一次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期间，奥雷斯库教授积极推

进并制定使罗马尼亚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新方针，从而使罗马尼亚成为采

取这一步骤的第 72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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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雷斯库博士是罗马尼亚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代理人(2003-2004 年)，并在

国际法院 2009 年 2 月 3 日审结的黑海海洋划界案中担任罗马尼亚的代理人

(2004-2009 年)。 

  个人资料 

1973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布加勒斯特 

语文：英文、法文 

  教育背景 

  现有法律资质 

2003 年 - 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获得“优秀”评定，毕业成绩优异。 

博士论文标题：“主权概念和国际法的首要地位”； 

2011 年 - 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博士后法学研究所博士后高级研究方案，获得

“出色”评定，研究领域为“国际人道法、人权、难民权利和刑法”，研究主题

为“在国际人权法和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国际保护领域中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

演变”； 

2017 年 - 申请获得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博士研究生法学院开展博士指导工作的授

权证书； 

2018 年 - 获得布加勒斯特大学学术委员会批准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博士研究生法

学院开展博士指导工作。 

  本科和研究生学习 

1996 年 - 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优等文凭，毕业论文标题：“国际法与国内法之

间的关系：国际法的新结构”； 

1996 年 -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大学)与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国-罗马尼亚

N.Titulescu-H.Capitant 商法与国际合作研究所(法国-罗马尼亚商业大学学位)：“欧

洲共同体缔结相关国际协定的行为能力”； 

1996 年 -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会议； 

1998 年 - 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标题：“区域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的

历史”； 

2000 年 - 罗马尼亚国防学院，研究生论文标题：“北约在前南斯拉夫危机中开展

的科索沃行动及其对国际法产生的后果”； 

2001 年 - 布加勒斯特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教授培训部研究生课程。 

  参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事务 

  学术和研究活动 

✓ 博士教授，获准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博士法学院开展国际公法博士生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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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学院(公法部)国际法正教授(2005 年起)，从 1998 年开始教学活

动(2002 至 2004 年期间担任助教，2004 至 2012 年担任讲师，2012 至 2015 年担

任高级讲师) 

奥雷斯库教授承担国际公法、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和国际管辖权教学工作。他的

学术生涯还包括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学院和(或)其他学术机构(如外交学院/罗马

尼亚外交研究所和国家政治和行政研究学院)讲授外交和领事法、条约法和欧盟

对外关系法和保护少数群体国际法。 

✓ 罗马尼亚外交部外交学院大学理事会成员(2002-2005 年)； 

✓ 德国汉堡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伊拉斯谟教学人员流动计划)(2006 年)； 

✓ 欧洲委员会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于 2005 至 2008 年和

2010 年在的里亚斯特举办的民主大学研讨会课程讲师； 

✓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中欧和东南欧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结构及其融入欧

洲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前景”方案助理研究员(2006 年)； 

✓ 欧安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起草关于少数民族族裔间关系的建议(Bolzano建

议)的助理专家(2008 年)； 

✓ 罗马尼亚科学院起草《罗马尼亚法律百科全书》专家小组成员，负责国际法术语

(自 2008 年以来)； 

✓ “2007-2013 年研究、开发和创新国家计划二”中“理念——探索性研究项目”

方案“为罗马尼亚司法程序耗时过长找到具体的国家一级纠正办法”研究项目主

任(2009-2011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罗马尼亚外交学院院长(2014-2015 年；2019 年至今)； 

✓ 罗马尼亚《国际法学刊》(布加勒斯特 C.H.Beck 出版社出版)总编辑(2003 年起)，

《司法信使》(布加勒斯特)杂志编辑部成员(2008 年起)，《ACTA Universitatis 

Lucian Blaga》杂志(锡比乌)科学理事会成员(2013 年起)，《宪法学评论》(布加勒

斯特)杂志科学委员会成员(2015 年起)。 

  专家机构和协会 

✓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7-2022 年)。“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研究组共同

主席； 

✓ 伦敦国际法协会罗马尼亚分会主席(2003 年起)； 

✓ 罗马尼亚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协会国际法分会主席(2003 年起)；自 1996 年以来担

任成员； 

✓ 布加勒斯特大学欧洲-大西洋研究中心成员(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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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委员会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候补委员(独立法律专

家，代表罗马尼亚)(自 2002 年以来，目前为第 5 任)，并以此身份为这一著名机

构的 30 份报告、意见或研究担任报告员或共同报告员： 

» 关于黑山《少数民族法》草案的意见(2004 年)； 

» 关于为格鲁吉亚领土上的前南奥塞梯地区冲突受害者提供赔偿和归还财产

的法律草案的意见(2006 年)； 

» 关于诉讼程序耗时过长国家一级纠正办法的成效报告(2006 年)； 

» 关于阿塞拜疆《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06 年)； 

» 关于保护非公民和少数群体的研究(2006 年)； 

» 关于阿塞拜疆《集会自由法》的第二次意见(2007 年)； 

» 关于武装力量民主控制的研究(2008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保加利亚《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格鲁吉亚《集会自由法》修正案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修正案的暂定意见(2009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修正案的第二次意见(2009 年) 

» 关于格鲁吉亚《集会自由法》修正案的第二次暂定意见(2010 年)； 

» 民主人权办/欧安组织和威尼斯委员会关于集会自由的共同准则(2010 年)； 

» 关于塞尔维亚《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10 年)； 

» 关于亚美尼亚《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10 年)； 

»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集会自由法》的第二次意见(2010 年)； 

» 关于格鲁吉亚《集会自由法》修正案的最终意见(2011 年)； 

» 关于白俄罗斯《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12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修正案的第三次意见(2013 年)； 

» 关于格鲁吉亚《国家语言法》的(非正式)意见(2014 年)； 

» 关于黑山《少数群体法》修正案的意见(2015 年)； 

» 关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宪法修正案的暂定意见(执行保护人权和自由国际

机构的调查结果)(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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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宪法修正案的最终意见(执行保护人权和自由国际

机构的调查结果)(2016 年)； 

» 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关于财产恢复原状的法庭之友(2016 年)； 

» 关于《亚美尼亚人权维护者根本法》的意见(2016 年)； 

» 关于《前南马其顿反歧视法》的意见(2018 年)； 

» 关于民主国家议会多数派与反对党之间关系的参数清单(2019 年)； 

» 从《欧洲人权公约》角度看和平呼吁彻底宪法改革的刑事责任报告(2020 年)。 

✓ 布加勒斯特国际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科学委员会(现改名为罗马尼亚联合国青年

协会)主席(2010 年起)。 

✓ 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高级理事会成员(代表罗马尼亚)(2010-2016 年)； 

✓ 罗马尼亚-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董事会名誉共同主席(2014-2015 年；2019 年至今)。 

  仲裁和司法活动 

✓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罗马尼亚国家组)(2002 年起)； 

✓ 罗马尼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 2 条指定的仲裁员(2009 年起)； 

✓ 罗马尼亚政府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代理人(2003-2004 年)； 

✓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中担任罗马尼亚的代理人

(2004-2009 年；并在听讯期间提交书状)； 

✓ 在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咨询意见形成过程中

担任罗马尼亚法律小组协调员(2009 年；并在听讯期间提交书状)。 

  外交活动 

✓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2019 年 11 月至今)； 

✓ 罗马尼亚总统外交政策顾问(2016-2019 年)； 

✓ 欧盟机构间和法律事务理事会斯洛伐克轮值主席特别(名誉)顾问(2016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2014-2015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战略事务国务秘书(2009-2010 年，2012-2014 年)、欧洲事务国务

秘书(2004-2005 年，2010-2012 年)和全球事务国务秘书(2012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副国务秘书(罗马尼亚政府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代理人，法律事务

总局协调员)(2003-2004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法律事务司司长(兼法律顾问)(2001-2003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司长(2000-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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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1999-2000 年)； 

✓ 罗马尼亚驻多瑙河委员会(布达佩斯)候补代表(2000 年起)；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副司长(1999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办公室部长顾问(1998-1999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随员(1997-1998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主管干事(1996-1997 年)； 

  其他相关专业活动 

✓ 在以下谈判中担任罗马尼亚代表团成员/团长：若干双边睦邻友好条约(与摩尔多

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马其顿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关于边界制度(与乌克

兰——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关于海洋划界问题(与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和副

团长)；关于少数群体问题(与匈牙利)；国际组织(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多瑙河委员

会、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框架内的多边文件和条约； 

✓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会议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出席欧洲委员会国际公

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会议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2000-2003 年)； 

✓ 《生活在邻国的匈牙利人法》问题罗马尼亚法律小组协调员(2001-2003 年)，乌克

兰毕思妥运河问题罗马尼亚法律小组协调员(2002-2004 年)； 

✓ 罗马尼亚-匈牙利外交关系联合委员会和少数民族问题联合委员会共同主席(罗马

尼亚方)(2004-2005 年，2009-2014 年)； 

✓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联合政府间小组共同主席，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少数民族问题

联合委员会共同主席(罗马尼亚方)(2004-2005 年，2010-2014 年)； 

✓ 罗马尼亚-德国少数民族问题联合委员会共同主席(罗马尼亚方)(2010-2012 年)； 

✓ 代表罗马尼亚在《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和 15 号议定书(2004 和 2013 年)以及其

他国际条约上签字； 

✓ 坎帕拉执行罗马规约审查会议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乌干达，2010 年)； 

✓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第十一次大会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海牙，

2012 年)； 

✓ 出席欧洲委员会关于改革欧洲人权法院的因特拉肯会议(2010 年)、布赖顿会议

(2012 年)和布鲁塞尔会议(2015 年)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 

✓ 2011 年 9 月 13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罗马尼亚/美国关于在罗马尼亚部署美国弹道

导弹防御系统的协定》和《罗马尼亚和美国关于建立 21 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宣言》罗马尼亚方首席谈判代表(2010-2011 年)，以及 2019 年 8 月 20 日罗马

尼亚总统与美国总统通过的联合宣言的罗马尼亚方首席谈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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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动罗马尼亚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并在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期间

于 2015 年 6 月正式接受，从而使罗马尼亚成为采取这一步骤的第 72 个国家； 

✓ 在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期间，于 2015 年 2 月正式提议设立一个反恐怖主义国

际法庭，作为防止、制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工具； 

✓ 在罗马尼亚和国外(基希纳乌、巴蒂、柏林、美因茨、布拉迪斯拉发、华盛顿、纽

约、第比利斯、巴库、布鲁塞尔、布拉加、海牙、华沙、伊斯坦布尔、萨格勒布、

奥斯陆、东京、贝尔格莱德、柏林、伦敦、突尼斯、维也纳、加米施-帕滕基兴、

突尼斯、阿什哈巴德、哥本哈根、巴黎、波尔托罗、斯德哥尔摩、奥斯陆、的里

雅斯特、克拉科夫、日内瓦、基辅、罗马、慕尼黑、哈利法克斯、渥太华、里斯

本、布拉格、布莱德、弗伦斯堡、波尔查诺、明斯克、比勒陀利亚、西安、格拉

茨、汉堡、多伦多、科英布拉、雷克雅未克、雅典、杜伦、圣雷莫、新加坡等地)

举行的 250 多次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相关会议、研讨会、圆桌会议、讲习班和讲座

的主旨发言人/组织者/与会者。 

  荣誉 

✓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授予的“罗马尼亚外交活动杰出贡献奖状”(2002 年)和“罗马

尼亚外交活动杰出贡献和黑海海洋划界案贡献奖状”(2009 年)； 

✓ “忠诚服务”骑士勋章(2002 年)，外交功绩骑士勋章(2007 年)，“罗马尼亚之星”

骑士勋章(2009 年)，“波兰共和国十字勋章”(2009 年)，“罗马尼亚之星”官员勋

章(2013 年)；“罗马尼亚总参谋部荣誉勋章”(2013 年)；“波兰武装部队金质奖章”

(2013 年)。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2016 年)，意大利共和国高级将领国家荣

誉勋章(2018 年)，波兰共和国司令官功绩十字带星荣誉勋章(2019 年)。 

  部分出版物清单 

  书籍 

✓ The New Sovereignty. Between Legal Reality and Political Neces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罗马尼亚文, 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2003;  

✓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s, 罗马尼亚文, 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1st Edition – 2005, 2nd Edition – 2013;  

✓ The Forestage and the Backstage of The Hague Trial, 罗马尼亚文, Monitorul Ofici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yntheses (合著), 罗马尼亚文 , 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1st Edition-1999, 8th Edition – 2015;  

✓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手册，合著), 罗马尼亚文, 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2000;  

✓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Essential Texts (合著), 罗马尼亚文, Universul 

Juridic Publishing House, 1st Edition – 2001, 2nd Edition – 2007;  

✓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Syntheses for Examinations (合著), 罗马尼亚文, 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2002;  

✓ Protecting Minorities in the Future Europe. Betwee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International Law (合著), 英文, Monitorul Ofici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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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w 590/ 2003 on Treaties, commented (合著), 罗马尼亚文, Coresi Publishing 

House, 2004;  

✓ Kin-State Involvement in Minority Protection. Lessons Learned (编辑 ), 英文 , 

Monitorul Oficial Publishing House, 2005;  

✓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before ICJ. The Written and Oral 

Pleadings in the case Romania v. Ukraine (联合编辑), 罗马尼亚文, Romanian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 2009;  

✓ Actualité du droit des fleuves internationaux (与 A. Pellet 教授联合编辑，合著), 法
文, Romani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EDIN, 

Editions Pedone, 2010;  

✓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national remedies for the unduly length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Romania 编辑，合著), 罗马尼亚文, 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2011; 

✓ Roman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编辑，合著 ), 英文和法文 , 

Hamangiu Publishing House, 2014;  

✓ Political Parties – Key Factor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Societies 

(联合编辑), 英文, OSCE/ODIHR and the Venice Commission, 2014; 

✓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合著), 罗马尼亚文, 

Hamangiu Publishing House, 2019;  

✓ Actualité du droit des mers fermées et semi fermées 联合编辑), 法文, Editions 

Pedone, 2019.  

  章节、研究、论文(以英文/法文出版——部分) 

✓ The Borders of Sovereignty: Whos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ational minorities? 

chapter in the volume “Blood and Borde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Problem of the Kin State”, edited by W. Kemp, V. Popovski, R. Thaku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Tokyo, June 2011, pp.28-48; 

✓ The “Kinterested” State and the HCNM Bolzano “Rules of Engagement”, chapter 4 in 

the volume “National Minorities in Inter-State Relations”, edited by F. Palermo and N. 

Sabanadz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 Boston, 2011, pp. 63-77;  

✓ L’efficacité des dispositions sur 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dans les conventions 
environnementales. Étude de cas: le projet ukrainien du canal navigable „Bystroe” 
dans le Delta du Danube, in the volume “Actualité du droit des fleuves internationaux”, 

edited by B. Aurescu and A. Pellet, ADIRI & CEDIN, Editions Pedone, Paris, 2010, pp. 

265-283;  

✓ Minorities in Europe: Recent Trends, in the volume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Edward McWhinney”, edited by S. Yee and J.-Y. Mori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Brill, 2008, pp. 575-588; 

✓ The „Law on Romanians living Abroad”: comments and assessment in light of the 
Venice Commission’s standards on kin-State involvement in minority protection, in the 

volume „Liber Amicorum Antonio La Pergola”, edited by S. Granata-Menghini and P. 

van Dijk,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Libreria Dello Stato, 2008, pp.53-62; 

the second edition - Juristforlaget i Lund, Lund, 2009, pp.61-71;  

✓ The Romanian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ir 
kin-Stat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ir kin-

State” (June 2002, Athens, Greece), in the volume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ir kin- State”,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Collection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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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 of Democracy no. 32, edit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2003, pp. 175-193; 

✓ Repor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Remedies in Respect of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in the volume „Can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be Remedied?”, 

Venice Commission, “Science and Technique of Democracy” No. 44,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2007, pp. 11-64; 

✓ Conclusions to the Preliminary Draft Report on National Remedies in Respect of the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Remedies to be used 
to obtain the Speeding-up of the Procedures, in the volume “Can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be Remedied?”, Venice Commission, “Science and Technique of 

Democracy” No. 44,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2007, pp. 363-367; 

✓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Advantages and 
Risks for a Possible Recognition by Romania.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Case, in the volume “In Honorem Corneliu Bîrsan”, 

edited by A. Almăşan, Hamangiu Publishing House & The Law Review, 2013, pp. 888-

900; 

✓ The Importance of The Hague Judgment in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for the Roman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volume “Roman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edited by B. Aurescu, Hamangiu Publishing House, 2014, pp. 23-30; 

✓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oman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Dynamic of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in the volume 

“Democracy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World”, 

edited by V. Naumescu,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pp. 458-467; 

✓ The European and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of Romania and th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with Ukraine on the State Border and the Maritime Areas in the Black Sea, article in 

Euro-Atlantic Studies, no. 5/2002 (合著), pp. 137-144; 

✓ The 2006 Venice Commission Report on Non-citizens and Minority Rights. Presentation 
and Assessment, article in Helsinki Monitor.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no. 2/2007 

(Volume 18),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p. 150-163; 

✓ Le conflit libanais de 2006 – une analyse juridique à la lumière de tendances 
contemporaines en matière du recours à la force, article i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LII, 2006 (2007 年发表), pp. 137-159; 

✓ The “Concept of State National Policy” in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 of Nation, article in Annals of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 Law Series no. 1/2007, pp.135-151; 

✓ The Ukrainian “Bystroe Canal” Project in the Danube Delta – a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s Applied by the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ticle in Annals of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 Law Series, no. 4/2006 

(October-December), pp.7-24; 

✓  Organizational and Procedural Aspects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 of State Agent before 
ECHR and ICJ - Some Romanian Perspectives, article i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Vol. 6, No. 2, pp. 363-377; 

✓ Current Legal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article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ume 21, issue 4, December 2006,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p. 535-537; 

✓ The Ukrainian “Bystroe Canal” Project in the Danube Delta – betwee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Report of the First Espoo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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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article in Revue Helle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ume 2/2006, pp. 

397-421; 

✓ Bilateral Agreements as a Means of Solving Minority Issues: The Case of the Hungarian 
Status Law, article in European Yearbook of Minority Issues, Volume 3 (2003-200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European Academy, Bolzano, pp. 509-530; 

✓ Cultural Nation versus Civic Nation: Which Concept for the Future Europ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ecommendation No. 1735/2006 of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 article in European Yearbook of 
Minority Issues, Volume 5 (2005-2006),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European 

Academy, Bolzano, pp. 147- 159; 

✓ Demetru Negulescu (1875-1950) – a Life Dedicated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ntribution of Judge Demetru Negulescu to the Study of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Advisory Opinion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rticle in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2/2006, pp. 213-217; 

✓ Shaping Human Security. The Emergency Transit Centre in Timisoara – a model for 
creating humanitarian space, article in ACTR/WGR (UNHCR) Newsletter, issue no. 3, 

February 2010, pp. 4-5; 

✓ EU’s Role in the Wider Black Sea Region, article in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Spring 

2011, vol. 10, no.1, pp. 35-45; 

✓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Revised. The Romanian Perspective, article in Impact 

Strategic, nr. 2 (43), 30 June 2012, pp. 17-20;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合著 , article in Acta 
Universitatis „Lucian Blaga” – Jurisprudentia no. 2, 2012, pp. 203-209; 

✓ The June 2012 Opinion of the Venice Commiss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the Act 
on the Rights of Nationalities of Hungary. Presentation and Assessment, article in Lex 

ET Scient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no. 2, December 2012, pp. 166-179;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2011 Agreement between Romania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Deploy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Romania with the Agreements in the Same Field concluded by United States with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article in Land Forces Academy Review no. 3 (67), September 

2012, Vol. XVII, pp. 197-207; 

✓ Romania’s Possible Recognition of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a Cultural Approach Perspective, article in Acta Universitatis 
„Lucian Blaga” – Jurisprudentia no. 2, 2013, pp. 305-311; 

✓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Court against Terrorism, 合著, article i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no.1/2015, pp. 105-116; 

✓ The Legal Effects of Sea Level Rise on the Work Programm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20, 2018; 

✓ Délimitations par voie d’accord en mer Noire, in the volume “Actualité du droit des 
mers fermées et semi fermées”, edited by Bogdan Aurescu, Alain Pellet, Jean-Marc 

Thouvenin, Ion Galea, Pedone, 2019, pp.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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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尔·贝克尔(Tal Becker) (以色列) 

2020 年 12 月 20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过去 20 年，贝克尔博士在以色列外交部担任多个高级职位，自 2016 年

起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在现任职位上，贝克尔博士对国际公法相关所有事

项承担主要责任，在以色列历次和平谈判小组担任高级成员、法律顾问和主

要起草人，最近领导了以色列法律小组，与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

王国合作，帮助谈判和起草具有历史意义的《亚伯拉罕协定》。 

 作为国际公法领域专业人员，贝克尔博士经验丰富并做出很大贡献，他

有学术界的广泛背景，这些都证明他具备技能、有维护国际法的决心并有能

力在当选为委员后进一步加强委员会工作。 

  简历 

出生：1972 年(法国巴黎) 

  相关职位 

2016 年至今  以色列外交部法律顾问 

2013-2016 年  以色列外交部首席副法律顾问 

2010-2013 年  高级研究员，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以色列沙洛姆哈特曼研

究院 

2006-2009 年  以色列外交部长高级政策顾问 

2005-2006 年  以色列外交部国际法司司长 

2001-2005 年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纽约 

1998-2001 年  以色列外交部国际法司法律顾问 

1996-1998 年  以色列国防军军法署法律官员 

  学历 

2005 年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论文：“恐怖主义与国家：

重新思考国家责任规则”(Hart 出版社出版，2007 年古根海姆

最佳国际法图书奖) 

1998 年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成绩优良) 

1994 年   墨尔本蒙纳士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荣誉) 

1993 年   墨尔本蒙纳士大学法学院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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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教育：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课程 

训研所——海洋法讨论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讨论会 

军事法学院——毕业生，法律官员课程 

  相关专业经验 

  现任 

作为以色列外交部法律顾问，主要负责国际公法的所有事项，包括和平谈判以及

双边和多边条约谈判、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国家责任、海洋法、

海洋划界、国家和外交豁免、联合国事务、难民法、国家间仲裁以及国际法委员

会工作审议等领域。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各项条约事项以色列代表团法律顾

问(2020 年)。 

  曾任 

以色列代表团团长兼以色列的律师，国际法院有关 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

斯分裂的法律后果的咨询程序 

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副主席 

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以色列代表团团长 

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以色列代表团团长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以色列代表团团长 

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 周年以色列代表团团长 

在多次和平谈判中担任以色列和平谈判小组法律顾问兼主要起草人 

参加与许多国家，包括德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中国、印度、

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联邦的双边法律对话的以色列代表团团长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以色列代表团成员 

侵略罪问题特别工作组以色列代表 

国际法协会国际组织问责委员会委员 

  相关奖项 

古根海姆奖，最佳国际法图书(2007 年) 

哥伦比亚大学卡廷研究员(2006 年) 

菲施曼纪念学者(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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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和平奖(2002 年) 

希伯来大学院长荣誉名单(1998 年) 

希伯来大学本特威奇国际法奖(1997 年) 

希伯来大学弗里茨奥伯兰国际法卓越奖(1997 年) 

蒙纳士大学功绩勋章(1993 年) 

  部分出版物 

  书籍和专著： 

TERRORISM AND THE STATE: RETHINKING THE RULE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Hart Publishing, Oxford, 2006) —— 获得 2007 年古根海姆最

佳国际图书奖。 

  论文： 

Reflections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 10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477 (2004).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Negotiations on Jerusalem, 2003 Jewish Law Report 27. 

Self-Determination in Perspective, 32 Isr. L. Rev. 301 (1998). 

The Arab Boycott of Israel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J. Weiner (ed.) Business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1996). 

  相关教学和参会情况 

海牙和平宫，沙卜泰·罗森纪念讲座，“谈判、起草、执行和解释和平协定”(2017 年)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高级讲师，“国际法实践”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高级讲师，“国际法与恐怖主义” 

跨学科中心高级联合讲师，赫兹利亚，“犹太民主国家以色列：国际和国内法律视角” 

各会议、大学、研讨会、圆桌会议和讲习班的主旨发言者，专题涉及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律师在和平谈判中的作用、武装冲突的法律层面，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在波哥大、

香港、日内瓦、伦敦、布鲁塞尔、悉尼、堪培拉、伊斯坦布尔、奥斯陆、纽约、

华盛顿特区、洛杉矶、芝加哥、多伦多等世界各地。 

  专业协会 

国际法协会以色列分会主席 

海牙国际法学院校友会 

国际犹太人律师和法学家协会 

以色列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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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法律顾问论坛(创始人) 

美国国际法学会(曾任) 

国际法协会以色列分会秘书兼司库(曾任) 

以色列联合国协会(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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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库巴·西塞(Yacouba Cissé) (科特迪瓦) 

简介 

雅库巴·西塞博士现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和科特迪瓦布瓦凯大学国际法教

授。西塞博士在海洋划界和其他海洋法问题方面提供咨询，并在相关领域多有著

述。西塞博士拥有科特迪瓦阿比让国立大学国际公法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他的学位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海洋事务科学硕士和渥太华大学法律博士。西塞

博士是阿比让律师协会律师和科特迪瓦外交部大使。在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期

间，西塞博士任委员会为探讨海平面上升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而设立的研究组成

员，并提交了关于“防止和打击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专题。该专题

已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获得了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各代表团的大力支持。 

名：雅库巴 

姓：西塞 

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现任职务：科特迪瓦律师协会律师，布瓦凯大学(科特迪瓦)法律系国际法教授，

2016 年起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20 年起任大使。 

教育背景和文凭 

• 1999 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论文以非洲为重点，探讨

海洋划界法) 

• 1992-1994 年：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里穆斯基分校海洋事务硕士(理学硕士) 

• 1990-1991 年：阿比让大学(科特迪瓦)公法法学硕士 

• 1989-1990 年：阿比让大学(科特迪瓦)公法法学学士 

学术荣誉 

• 1981 年：高中(文学科)：优秀 

• 1999-2000 年：巴黎律师奖章(最佳法学博士论文) 

• 2006 年：法学院长法律研究奖学金 

• 2006 年：Wilson & Lafleur 学术出版基金 

• 海牙国际法学院海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心奖学金获得者 

工作经历和法律执业 

• 1990-1992 年：《博爱晨报》和《爱国者》报社记者，阿比让(科特迪瓦) 

• 1995-1999 年：渥太华大学法学院民法系法学研究助理 

• 1997 年：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海法司)客座研究员，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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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06 年：加拿大船油污染基金顾问和研究员，研究船东责任，起

草了关于海船油污损害赔偿索赔手册 

• 2000-2009 年：法学讲师和兼职教授(渥太华大学：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 

• 2001 年：担任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新斯科舍省近海划界争端问题研

究员和法律顾问，指导国际海洋划界方面的政策分析和法律研究 

• 2002 年：担任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大陆架划界问题研究员和法律顾问 

• 2006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客座研究员，德国汉堡 

• 2010 和 2014 年：科特迪瓦海洋划界问题国家委员会成员，负责科特迪

瓦与加纳之间的海洋划界工作 

• 2016 年起：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科特迪瓦律师协会律师，布瓦凯大学(科

特迪瓦)法律系国际法教授，目前正在研究“非洲沿海国家之间最近的海

洋划界”和“海平面上升对基线和海洋边界的法律影响” 

• 2018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华盛顿法学院客座教授 

• 2019 年：华沙大学法律系客座教授 

部分出版物 

书籍 

• “The Law of Maritime spaces and the stakes for African States”, collection 

blue, Wilson & Lafleur, Montreal, 2001 

文章 

• “Les lies et la piraterie maritime”, in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SFDI), 2020 

• “La Côte d’Ivoire et le droit de la mer”, in P. Wrancken and M. Tsamenyi 

(eds)：The Law of the Sea- The Afric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2017 

at 324-350 

• CISSE Yacouba & Donald M. McRae：“The legal regime of maritime 

boundary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2005, Vol. V, 

edited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D. Colson and R. Smith) 

• “ the transboundary Oil deposit at sea ： Legal regime in maritime 

delimitation”, (2004) 35 Ottawa Law Review 43 

• “The Commissioner of Transport, the non-vessel operating common carrier 

and consortia：are they ocean carriers?”, (2004) 34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No. 3 

• “The identity of ocean carrier in the light of its legal qualification”, (2004) 34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No. 2 

•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delimitation law, Ph. D Thesis, 1999, University of Ott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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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federal-provincial jurisdiction： the great 

Canadian dilemma”, in Canadia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27th annual Conference, October 15-17, 1998, at 111. 

• “ The case Cameroun-Nigeria ： the prevalence of the title over the 

effectivities”, in Bulletin of the Canadian counsel on international law, 2003 

• “Côte d’Ivoire-Ghana maritime boundary：is it possible to avoid the war 

of oil?”, in Fraternité matin, interviews dated 9 and 10th March 2010. 

• Etc. 

2000 年至今教授的课程 

• 国际公法 

• 海洋法(公法) 

• 海事法(私法) 

• 海洋治理和海洋资源法 

• 航空法和空间法 

• 近海石油和天然气法 

• 欧盟法 

• 国际法中的争端解决 

• 国际贸易法 

• 国际环境法 

• 国际海洋环境保护 

• 国际人道法 

• 法学研究导论 

学术会议、研讨会、会议 

西塞博士作为学者、律师和法学教授，参加了很多场研讨会，就海洋法和海洋事

务发表演讲，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波茨坦(德国)、汉堡(德国)、罗马(意大

利)、达喀尔(塞内加尔)、阿比让(科特迪瓦)、马埃(塞舌尔)、普拉亚(佛得角)、洛

美(多哥)、阿克拉(加纳)、利伯维尔(加蓬)、黑角(刚果)、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

科托努(贝宁)、卡拉巴尔(尼日利亚)、比绍(几内亚比绍)、马拉博(赤道几内亚)、

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渥太华(加拿大)、纽约(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日内

瓦(瑞士)、罗马(意大利)、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巴黎(法国)、华沙(波兰)、

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摩洛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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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Concepción Escobar Hernández) 

(西班牙)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2020 年 12 月 17 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是国立远程教育大学(马德里)国际公法教

授，该校法学院院长。2004 年至 2011 年，她担任外交与合作部国际法司司

长。2011 年，她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是 2017-2021 年。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是著名法学家，专事国际法专业。她有丰

富的学术和研究经验，其出版的大量关于国际公法和欧洲联盟法律各个方面

的著述就是明证。埃斯科瓦尔教授还是享有盛名的各种西班牙文手册的主要

参与人。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具有国际公法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这些

经验与其担任外交与合作部国际法司司长的职责分不开。自 2012 年以来，

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她定期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会议和《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1 年 4 月 28 日) 

–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别报告

员(自 2012 年)。 

– 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副主席(2014 年)。在 2018 年 3 月 4 日通过的《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

的区域协定》(《埃斯卡苏协定》)的起草和谈判项目中担任拉加经

委会顾问(2014-2018 年)。 

– 经合组织多边文书《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税基侵蚀和利

润转移项目)非正式专家组成员(2013-2014 年)。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员和调解员名单成员(2011 年至今)。 

– 负责凯尔特海区扩展大陆架界限谈判的西班牙代表团团长(2011-

2012 年)。出席第 33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大会的西班牙红十字

会代表团成员(2019 年 12 月)。出席第 31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

大会的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11 年 11 月)。 

–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第 18 号案件“LOUISA 号商船案(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诉西班牙王国)”中担任西班牙王国代理人(2010-2013 年)。 

 因此，西班牙政府认为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具有再次当选为国

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必要及公认能力。在埃斯科瓦尔教授当选之前的25年里，

从未有西班牙公民担任过她获选荣任的这一光荣职位。西班牙政府认识到埃

斯科瓦尔教授的能力以及国际法委员会的重要性，谨以此普通照会，提名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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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为 2021 年秋季举行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选举时的

候选人(任期 5 年，2023-2027 年)。 

1959 年 12 月 22 日生于马德里 

  资历和学位 

–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法学学士(1981 年)。 

–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法学博士(1987 年)。 

–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人权研究所人权专业课程(1981-1983 年)。 

– 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研究生(1983-1984 年)。 

  专业活动 

(A) 现任职务 

–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国际公法教授(自 2001 年 10 月)。 

–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1 年)。 

–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别报告员(自

2012 年)。 

–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国际公法系主任(自 2014 年)。 

– 西班牙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自 2019 年)。 

(B) 其他职务 

– 外交与合作部法律顾问兼国际法司司长(2004-2012 年)。 

– 西班牙国际人道法委员会成员(2008-2012 年和自 2019 年)。 

–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欧洲法“让·莫内”教席(欧盟委员会)(自 2004 年)。 

– 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将军和平、安全与防务学院讲师(国立远程教育大

学)(自 2002 年)。 

– 西班牙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部际工作组(司法部)成员(2000-

2002 年)。 

– 西班牙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中心讲师(自 1999 年)。 

– 监测和完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部际工作组(外交部)成员(1998-

2003 年)。 

– 西班牙外交学院国际法和人权讲师(自 1996 年)。 

– 坎塔布里亚大学欧洲法“让·莫内”教席(欧盟委员会)(1996-2002 年)。 

– 坎塔布里亚大学国际公法教授(1995-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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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国际公法副教授(1991-1995 年)。 

–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人权学院讲师(1987-1997 年)。 

(C) 高级管理职位 

– 外交与合作部国际法司司长(2004 年 6 月至 2012 年 3 月)。 

–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国际公法系主任(自 2014 年)。 

– 西班牙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自 2019 年)。 

–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法学院院长(2002-2004 年)。 

–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国际公法系主任(2001-2002 年)。 

– 坎塔布里亚大学公法系主任(1996-2001 年)。 

–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人权研究所秘书长(1990-1992 年)。 

(D) 科学机构、科学协会和科学期刊委员会成员 

– 皇家法理学和立法学院(西班牙研究所)准成员(自 2007 年)。 

– 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科学委员会成员(自 2003 年)。 

– 西班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师协会成员(自 1982 年)。协会董事会成员

(1986-1993 年)。 

– 西班牙欧洲法律研究协会成员(自 1982 年)。协会董事会成员(自 1984 年)。 

– Revista de Derecho Comunitario Europeo 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2013 年)。 

– 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Europeo IUSTEL咨询委员会成员(自2002年)。 

–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Militar 编辑委员会成员(自 2003 年)。 

–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编辑委员会成员(1997-2003 年)；

国际公法西班牙判例法科科长(2001-2005 年)。 

(E) 学术活动 

– 迄今为止担任过各种学术职务，连续教授与国际公法、欧盟法、国际维

和与安全、国际人权保护、国际刑法和国际司法有关的学位、博士和研

究生科目。曾在西班牙和国外的各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 

– 在海牙国际法学院讲授题为“国际法中国家官员的豁免”课程，2019 年

7 月。 

– 应邀在2020年海牙联合国国际法培训方案授课(因COVID-19大流行推迟)。 

– 作为发言嘉宾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尤其是：国际欧洲法联合会-FIDE(1998

年，斯德哥尔摩)、欧洲国际法学会-SEDI(2006 年，巴黎)、国际法协会

2010 年年会(2010 年，海牙)、海牙国际法学院第 38 期院外课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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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智利圣地亚哥)、美洲法律委员会/美洲组织第三十九次国际法课程

(2012 年，里约热内卢)、瑞士-法国-德国国际法座谈会(全球宪政时代的

豁免) (2012 年，巴塞尔)。应邀担任欧洲国际法学会的发言嘉宾(2020 年，

斯德哥尔摩) (因 COVID-19 大流行推迟)。 

– 参与了与国际公法有关的许多研究项目，指导了若干博士论文，并在西

班牙和国外定期参加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 

– 在西班牙和国外定期参加教学人员甄选委员会(国际公法)。 

(F) 其他与国际法有关的活动 

 作为外交与合作部国际法司司长，她的职责包括： 

– 应外交与合作部和国家行政总局其他部委和机构的请求，就涉及国际公

法的各方面问题发表意见。 

– 就与西班牙其他公共行政机构有关的国际公法问题(尤其是自治区、市

政当局和其他地方实体以及西班牙其他公共机构和实体签署谅解备忘

录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 在其参加的专门研究国际法的不同国际机构中陈述西班牙的法律立场。 

 在国际法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Louisa”号商船案(圣文森特诉格林纳丁斯诉西班牙王国))代表西班牙王国出庭

并进行辩护。 

(G) 学术专业领域 

– 管辖豁免 

– 国际管辖、国际性法院和法庭 

– 国际人权法 

– 国际刑法 

– 维持和平 

– 国际组织 

– 欧盟法(一般和体制) 

  与国际法有关的活动(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组织和会议) 

–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1 年 4 月 28 日)。 

–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别报告员(自

2012 年)。 

– 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副主席(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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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加经委会顾问，2018 年 3 月 4 日通过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关于在

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区域协定》(《埃斯卡苏协

定》)的起草和谈判项目(2014-2018 年)。 

– 多边文书《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

非正式专家组成员，经合组织(2013-2014 年)。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人和调解人名单成员(自 2011 年)。 

– 负责谈判凯尔特海区扩展大陆架界限问题的西班牙代表团团长(2011-

2012 年)。 

– 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大会西班牙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员(2019年

12 月)。 

– 第 31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大会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11 年 11 月)。 

–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第 18 号案件“Louisa”号商船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诉西班牙王国)”中代表西班牙王国(2010-2013 年)。 

–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审查会议的西班牙代表团副团长(2010 年，

坎帕拉)。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审查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2010 年，坎帕拉)。 

– 在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提出咨询

意见时担任西班牙王国的代表和顾问(2008-2010 年)。 

– 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2008-2014 年)。 

– 西班牙-阿尔及利亚海洋划界问题工作组成员(2007-2012 年)。 

– 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04-2011 年)。 

– 欧洲委员会公法顾委(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成员(2004-2012 年)，公

法顾委副主席(2011-2012 年)。 

– 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公法工作组成员(2004-2012 年)。国际公法工作组

主席(2010 年 1 月至 6 月)。 

– 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公法分领域工

作组成员(2004-2012 年)。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刑

事法庭国际公法分领域工作组成员主席(2010 年 1 月至 6 月)。 

– 比利牛斯国际委员会成员(西班牙-法国)(2004-2012 年)。 

– 西班牙-葡萄牙边界委员会成员(2004-2012 年)。 

– 西班牙-摩洛哥大西洋沿岸海洋划界与合作工作组成员(200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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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西班牙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2004 年、2005 年、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 

– 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的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02 年和 2003 年)。 

–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00年、2001年和2002年)。 

– 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西班牙代表团成员(1998 年)。 

  部分出版物 

(A) 书籍、手册和专著 

- La Comis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de Naciones Unidas y la violac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y libertades fundamentales. Estudio de los procedimientos públicos 

especiales,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Madrid, 1988. 

- El recurso por omisión ante el Tribunal de Justicia de las Comunidades Europeas, 

Editorial Cívitas, Madrid, 1993. 

- Extranjería e Inmigración en España y la Unión Europea (Ed.), Madrid, 1998. 

- La Unión Europea en el siglo XXI: los retos de Niza (Ed.), Madrid, 2003. 

-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Comunitario (Dir.),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06. 

-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sociedad internacional del siglo XXI (Dir.), Colección 

Escuela Diplomática nºs 15 y 16, Madrid, 2009. 

- Instituciones de la Unión Europea (Dir.),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12 and 2016. 

- Coordinator of the 18th edition of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del profesor M. DIEZ DE VELASCO, Tecnos, Madrid, 2013. 

- 以下著作若干章节的作者: M. DIEZ DE VELASCO,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chapters XXVII, XXVIII and XXXVIII; part of chapters 

XXV and XXVI. Editorial Tecnos, Madrid (latest edition: 18th, 2013, coordinated 

by Concepción Escobar Hernández); M. DIEZ DE VELASCO, Las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hapter XIV; part of chapters XXI and XXXI. Editorial Tecnos, 

Madrid (latest edition: 16th, 2010, coordinated by José Manuel Sobrino Heredia); 

C. ESCOBAR HERNÁNDEZ (Dir.):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Comunitario: 

chapters II and V (Editorial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06); C. ESCOBAR 

HERNÁNDEZ (Dir.): Instituciones de la Unión Europea, chapters II and V 

(Editorial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12 and 2016)。 

- M. DIEZ DE VELASCO; C. ESCOBAR HERNÁNDEZ; N. TORRES UGENA: 

Código de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ditorial Aranzadi, Navarra, 1997. 

(B) 论文和合著 

- “Ejecución en España de las sentencias del Tribunal Europeo de Derechos 

Humanos”,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1990/2, pp. 547-570. 

- “Un nuevo paso en la protección internacional de la libertad de pensamiento, 

conciencia y religión: el procedimiento público especial de la Comis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de Naciones Unidas”, in Anuario de Derecho Eclesiástico del 

Estado, 1990, pp. 87-128. 

- “Asylum and refugee status in Spai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vol. 

IV, 1992, pp. 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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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as planteados por la aplicación en el ordenamiento español de la Sentencia 

Bultó (Comentario a la sentencia d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español 245/1991, de 

16 de diciembre)”, in Revista de Instituciones Europeas, 1992/1, pp. 139-163. 

- “El Convenio de Aplicación del Acuerdo de Schengen y el Convenio de Dublín: 

una aproximación al asilo desde la perspectiva comunitaria”, in Revista de 

Instituciones Europeas, vol. 1993/1, pp. 53-100. 

- “Las Salas ad hoc del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in Hacia un nuevo orden 
internacional y europeo. Homenaje al Profesor Manuel Díez de Velasco, Editorial 

Tecnos, Madrid, 1993, pp. 291-317. 

- “La aplicación de los tratados internacionales en España”, in Cuadernos de Derecho 

Judicial. Cuestiones práctica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y Cooperación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Consejo General del Poder Judicial, Madrid, 1994, pp. 39-

90. 

- “Comunidad Europea y Convenio Europeo de Derechos Humanos: ¿el fin de una 

vieja polémica? (comentario al dictamen 2/94 del TJCE de 28 de marzo de 1996)”, 

in Revista de Instituciones Europeas, 1996, vol. 1996/3, pp. 817-838. 

- “Paz y derechos humanos: una nueva dimensión de las operaciones para el 

mantenimiento de la paz”, in Curs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Vitoria-Gasteiz, 

1997, pp. 47-102. 

- “Le citoyen, l’administration et le droit européen. Rapport national espagnol », in 

XVIII Congrès FIDE, Stockholm, 1998, vol. III, pp. 152-198 

- “Extranjería y ciudadanía de la Unión Europea “, in Extranjería e Inmigración en 

España y la Unión Europea, Colección Escuela Diplomática nº 3, 1998, pp. 101-

126.  

- “La progresiva institucionalización de la jurisdicción penal internacional: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in GARCIA ARÁN, M. y LÓPEZ GARRIDO, D. (coord.): 

Crimen internacional y jurisdicción internacional. El caso Pinochet,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00, pp. 225-273. 

- “El Estatuto de Rom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in Hacia una Justicia 

Internacional, Ministerio de Justicia/BSCH/Civitas, Madrid, 2000, pp. 504-524. 

- “Las relaciones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con las Naciones Unidas”, in QUEL 

LÓPEZ, F.J. (coord): Creación de una jurisdicción penal internacional, Colección 

de la Escuela Diplomática, nº 4, Madrid, 2000, pp. 31-44. 

- “Algunas reflexiones sobr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como institución 

internacional”,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Militar, nº 75, 2000, pp. 171-203. 

- “Unión Europea y derechos humanos”, in DIEZ DE VELASCO, M. (Ed.): La 

Unión Europea tras la reforma,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00, pp. 87-103. 

- “El Tratado de Niza y la reforma futura de la Unión”, in DIEZ DE VELASCO, M. 

(Ed.): La Unión Europea tras la reforma,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00, pp. 239-

257. 

- “El principio de complementariedad”, in YAÑEZ-BARNUEVO, J.A. (Coor.): La 
Justicia Penal Internacional: una perspectiva iberoamericana, Casa de América, 

Madrid, 2001, pp. 78-100. 

- “La cooperación judicial en la Unión Europea: marco general”, in Espacio de 

Libertad, Seguridad y Justicia en la Unión Europea, Ministerio del Interior/UNED, 

2002, pp. 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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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Consejo de Seguridad y Crimen de Agresión: un 

equilibrio difícil e inestable”, i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los Albores del siglo 

XXI. Homenaje al Prof. Castro-Rial, Editorial Trotta, Madrid, 2002, pp. 197-218. 

- “Unión Europea, democracia y derechos humanos”, in ESCOBAR HERNÁNDEZ, 

C. (ed.): La Unión Europea en el siglo XXI: los retos de Niza”, Actas de las XIX 

Jornadas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Profesor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Madrid, 2003, pp. 25-50. 

- «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plex and vital 

relationship », in LATTANZI, F. y SCHABAS. W. (Eds.): Essays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I), Il Sirente, Ripa Fegnano Alto 

(Italia), 2003, pp. 41-68 (与 Juan Antonio YAÑEZ-BARNUEVO 协作). 

-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un instrumento al servicio de la paz”, in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Filosofía Política, nº 21, 2003, pp. 5-35. 

- “El asilo en la Unión Europea”, in MARIÑO MENENDEZ, F.M. (Dir.): Derecho 

de extranjería, asilo y refugio, 2ª edición, 2003, pp. 741-788. 

- “Veinticinco años de la Constitución de 1978: Aspectos internacionales”, in Revista 

de Derecho Político, nºs 58/59, 2003/2004, pp. 833-852. 

-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Proyecto de Constitución Europea: breve nota 

introductoria”, in 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Europeo, nº 3, 2004. 

-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Tratado por el que se establece una Constitución para 

Europa”, in Derecho Internacional: Normas, hechos y Valores. Liber Amicorum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Madrid, 2005, pp. 115-133. 

-  “Derechos humanos y justicia internacional: los tribunales internacionales de 

derechos humanos”, in La Paz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Tercer Encuentro de 

Salamanca, 2005, pp. 273-292. 

- « La cláusula europea en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algunas reflexiones para una 

eventual reforma constitucional », in RUBIO LLORENTE, F. y ALVAREZ JUNCO, 

J. (eds.): El informe del Consejo de Estado sobre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Texto 

del informe y debates académicos, Consejo de Estado/Centr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y Constitucionales, Madrid, 2006, pp. 483-499. 

- “Los memorandos de entendimiento: consideraciones prácticas a la luz del Derecho 

de los tratados”, in Informes de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y de Cooperación 

a los memorandos de entendimiento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con 
instituciones extranjeras. Años 2002, 2003, 2004, 2005 y 2006,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y de Cooperación, Madrid, 2006, pp. 607-611. 

- “La primacía del derecho de la Unión Europea”, in BENEYTO PÉREZ, J.M.; 

MAILLO GONZÁLEZ-ORÚS, J. y BECERRIL ATIENZA, B. (coords.): Tratado 

de derecho y políticas de la Unión Europea. Vol. 4: Las fuentes y principios del 

derecho de la Unión Europea, Civitas/Thomson, Madrid, 2011, pp. 441-486 (与 R. 

OJINAGA RUIZ 协作). 

- “La posición del Reino de España en el procedimiento consultivo: una 

aproximación general”,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 63/1 

(monographic issue dedicated to La Opinión consultiva de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de 22 de julio de 2010 sobre la conformidad co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a declaración unilateral de independencia de Kosovo), 2011, pp.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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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fin de la estrategia de conclusión de los Tribunales para la Antigua Yugoslavia 

y para Ruanda: el “mecanismo residual internacional”, in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de derecho europeo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Manuel Pérez 

González, vol I;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12, pp. 539-560. 

-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y operaciones de mantenimiento de la paz”, in La 

protección de la dignidad de la persona y el principio de humanidad en el siglo XXI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Derechos Humanos y Función 
Policial in memoriam Gonzalo Jar Couselo),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12, pp. 

171-186. 

- “Construyendo un sistema de Justicia Penal Internacional: desarrollos recientes”, in 

XXXIX Curs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ité Jurídico Interamericano/OEA, Río 

de Janeiro/Washington, 2013, pp. 97-128. 

- “España y el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l Derecho del Mar. Especial referencia al caso 

M/V Louisa”, in MARTÍN Y PÉREZ DE NANCLARES, J. (Coor.): España y la 

práctic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LXXV Aniversario de la Asesoría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del MAEC, 2014, pp. 179-222. 

-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Spain: Substantial change of model or implied repeal?”, 

in Spa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 2013-2014, pp. 255-265. 

- “Artículo 35. Reglas de interpretación”, in ANDRÉS SAENZ DE SANTAMARIA, 

P.; DIEZ-HOCHLEITNER, J. y MARTÍN Y PEREZ DE NANCLARES, J. (Eds.): 

Comentarios a la Ley de Tratados y otros Acuerdos Internacionales, 2015, pp. 709-

744. 

- “Use of for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opin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ffice 

(2004-2012)”, 19 Spa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pp. 305-313. 

- “Naciones Unidas y el impulso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la labor de la Comisión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 PONS RAFOLS, X. (Dir.): Las Naciones Unidas 

desde España. 70 aniversario de las Naciones Unidas. 60 aniversario del ingreso 

de España en las Naciones Unidas, 2015, pp. 391-410. 

- “Las inmunidades de los Jefes de Estado, Jefes de Gobierno y Ministros de Asuntos 

Exteriores: los trabajos de la Comisión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 MARTIN Y 

PÉREZ DE NANCLARES, J. (Dir.): La Ley Orgánica 16/2015 sobre privilegios e 

inmunidades: gestión y contenido, 2016, pp. 307-324. 

- “Lex ferenda: le terrain de jeu doctrinal”, in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Collectif en clin d’oeil amical à Allain Pellet”, Pedone, 2017, pp. 

359-366. 

- “L’enrichissement réciproque du droit spécial et du droit plus général: la place du 

droit spécial dans la codification de la Commiss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in La 

mise en oeuvre de la lex spécialis da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Pedone, 

2017, pp. 99-116. 

- “La Corte Penal International en construcción: nuevos retos veinte años después de 

la Conferencia de Roma”,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2018, vol. 

70-2, pp. 209-215. 

- “Secession and succession of States: What Relationship?”, in Spa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8, vol. 22, pp. 269-281. 

- “Sobre la problemática determinación de los efectos jurídicos internos de los 

‘dictámenes’ adoptados por comités de derechos humanos. Algunas reflexiones a la 

luz de la STS 1263/2018, de 17 de julio”,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 71-1, 2019, pp. 24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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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ooperación jurídica con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in SALINAS, A. and 

PETIT, E. (Dirs.):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20 años después, Tirant lo Blanch, 

2020, pp. 25-52. 

- “El Tribunal Europeo de Derechos Humanos: una jurisdicción en permanente 

reforma”, in Revista de Derecho Comunitario Europeo, vol. 67, 2020, pp. 771-793. 

(C) 视听材料 

- “Inmunidad de jurisdicción penal extranjera de los funcionarios del Estado”, in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70 años después”, in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  

-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in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  

- “El Tribunal Europeo de Derechos Humanos”, in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9. 

- “El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 del Mar”, in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9. 

  勋章 

– 海军大十字勋章 

– 民事勋章指挥官级别 

– 天主教 lsabella 勋章指挥官级别 

– 民事警卫队银十字勋章 

– 西班牙红十字会金质奖章 

– 外交学院奖章 

  语文 

– 西班牙文(母语) 

– 英文 

– 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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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法勒(Aly Fall) (毛里塔尼亚) 

[原件：英文和法文] 

摘自毛里塔尼亚常驻代表团 2021 年 5 月 28 日的普通照会： 

毛里塔尼亚政府提名穆罕默德·耶斯莱姆·穆罕默德·拉明先生和阿里·法

勒先生为候选人，1 相信他们能够发挥自身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见各自所附简

历)，为加强委员会多年以来所彰显的活力作出贡献。 

阿里·法勒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7 年 4 月 9 日，西胡德省阿尤恩阿特鲁斯 

国籍：毛里塔尼亚 

婚姻状况：已婚，育有三个子女 

学术资质 

机构 年份 获得的文凭：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法国) 1991 年 获准指导研究的资格认证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法国) 1988 年 公法博士，国际法专业(优秀)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法国) 1985 年 国际法与发展高级研究生文凭(优秀) 

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大学(摩洛哥) 1984 年 法学硕士，国际法专业(优秀) 

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大学 

(摩洛哥非斯) 

1983 年 法学学士，政治学专业(优秀) 

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大学 

(摩洛哥非斯) 

1982 年 普通大学法律文凭，成绩优秀 

努瓦克肖特国立高中(毛里塔尼亚) 1980 年 现代语言中学毕业证书，法语专业(合格) 

博士后研究 

机构 年份 获得的文凭： 

国际人权研究所，暑期班，斯特拉斯堡 1998 年 人权研究证书 

国际人权研究所，暑期班，斯特拉斯堡 1998 年 人权高级文凭 

大学人权教师国际培训中心，斯特拉斯堡 1998 年 大学人权教学文凭 

海牙国际法学院，外部课程 1996 年 国际公法研究证书 

海牙国际法学院(荷兰) 1985 年 国际公法研究证书 

__________________ 

 1 毛里塔尼亚政府在 2021 年 6 月 29 日的普通照会中撤回了穆罕默德·耶斯莱姆·穆罕默德·拉

明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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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历 

1. 负责起草毛里塔尼亚环境框架法的专家组成员，农村发展和环境部环境和农

村管理司，1999 年； 

2. 负责编写环境立法和法规研究报告的工作组成员，农村发展和环境部与《防

治荒漠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协同项目，2001 年； 

3. 关于权力下放的法规案文清单及各法规案文与毛里塔尼亚民主进程演变的

一致性分析，MIPT/GTZ/DCL，2003 年 6 月； 

4. 协调和统一关于大学教师地位的立法草案，BUMEC-CIDE，2005 年 2 月； 

5. 关于建立毛里塔尼亚高等教育管理框架的研究，TECSULT国际，2004年10月； 

6. 关于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职业路径的研究，CAPRAD-BUMEC，2004

年 12 月； 

7. 毛里塔尼亚与《儿童权利公约》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案文的调整和更新，儿基

会，努瓦克肖特； 

8. 研究和审查姓氏相关现有立法并编写姓氏相关立法草案，民事登记国务秘书处； 

9. 起草《毛里塔尼亚公民身份法》，民事登记国务秘书处； 

10. 公共部门高级职业文凭继续培训供需分析，CFED-MAED-IDA，2002 年 8 月； 

11. 毛里塔尼亚的市政改革，SIDES - TUNIS - 地方当局事务局 6AMEXTIP，

1998 年； 

12. 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作用和使命，国家善治计划-MAED-开发署，2002 年

10 月； 

13. 对新技术国务秘书处掌握的组织数据的分析，国家善治计划：“现代化和加

强公共管理能力”，开发署/MAED，2001 年； 

14. 对毛里塔尼亚议会掌握的组织数据的分析和综合，MAED-CEMAP，2003 年

4 月； 

15. 关于生物资源管理立法框架的研究以及对该框架与其他环境规划文书的一

致性、协同性和协调性的分析，MDRE/DEAR，1998 年； 

16. 非政府组织对贫困人群发展的作用，MSAS-社会行动局，儿基会； 

17. 毛里塔尼亚环境部门的利益攸关方的多样性和职能重叠，MDRE，2002

年 10 月； 

18. 关于执行有关水、环境卫生和能源的第 2000/045 号环境保护条例的法令草

案，世界银行，2001 年 2 月； 

19. 农村社区与基层发展、非政府组织和发展，开发署-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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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妇女参与发展进程所面临的障碍，规划部-人力资源局，联合国人口基金； 

21. 起草《林业和野生动物法》，MDRE-粮农组织； 

22. 关于实施动植物立法的法令——《环境框架法》，MDRE/GTZ，2002 年； 

23.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脱贫攻坚和发展权，CDHLCPI-开发署，2002 年 10 月； 

24. 关于卫生和社会事务部的特殊地位与工作人员职业管理的研究，2003 年

5 月； 

25. 编制教育部法律和法规汇编，教育和培训项目，2004 年； 

26. 关于建立毛里塔尼亚高等教育管理框架的研究，加拿大 TECSULT 国际有限

公司，MAED/教育与培训项目局，2004 年 11 月； 

27. 毛里塔尼亚的高等教育状况，BUMEC-CIDE(加拿大)，MAED/教育和培训项

目局，2005 年； 

28.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规评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2010 年； 

29. 毛里塔尼亚的生物安全立法，非洲联盟/环境部，2011 年 9 月； 

30. 毛里塔尼亚矿业学校的现状，矿业部/教育和培训项目，2011 年 5 月； 

31. 地方公共服务和机构的分散化和去集中化，住房、城市发展和土地管理部，

2012 年 1 月； 

32. 国家印刷出版社的组织框架及任务和运作，2012 年 8 月； 

33. 公共事业用途征用法案，财政部-国有资产和遗产局，2013 年 3 月； 

34. 土地财产体系组织法案，财政部-国有财产和遗产局，2013 年 3 月； 

35. 关于国家公务员和合同制雇员继续培训法律框架的法令草案，公共部门能力

建设项目协调组，公务员、劳工和公共管理现代化部，2013 年 5 月； 

36. 关于废止和取代 2007 年 4 月 12 日第 2007-103 号法令中关于减贫战略框架

培训、实施、监测和评估体制机制组织的规定的法令草案，经济事务和发展

部，2014 年 4 月； 

37. 毛里塔尼亚共同所有权法案，财政部-国有财产和遗产局，2014 年 12 月； 

38. 关于促进启动毛里塔尼亚农牧业抗灾能力强化计划的分析研究，C2G 

CONSEIL-比利时 COWI，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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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 “L’OUA et le problème des frontières en Afrique”, master’s thesis in public law. 

– “Les accords internationaux des produits de base conclus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intégré”, dissertation for an advanced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munity studies. 

– “Les négociations globales et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octoral thesis. 

– “La notion de coopération entre le mirage et le réel, quelle signification ?”. 

– “Le cadre juridique et institutionnel des ONG en Mauritanie”. 

– “La décentralisation en Mauritanie analyse d’une dimension de la politique 

administrative en Mauritanie”. 

– “Droit, femmes et société”, Revue tunisienne de droit. 

– “La mise à niveau d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en Mauritanie face à la 

mondialisation/GRET”, Revue des sciences administratives de Rabat. 

–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écentralisée ：l’expérience Mauritanienne/ 

GRET”, Revue des sciences administratives de Rabat. 

– Internal Regulations of the Mauritanian Order of Civil Engineers. 

– Statute of the Mauritanian Order of Civil Engineers. 

一. 教授课程 

– 政治思想史(三年级，公法) 

– 公民自由(三年级，公法和私法) 

– 法律哲学(四年级，公法) 

– 国际经济法(四年级，公法) 

– 国际公法(三年级，公法) 

– 行政法(二年级，经济学) 

– 公共财政(四年级，私法) 

– 体制历史和社会事实(一年级，法律) 

二. 历任职务 

➢ 1988-2003 年：努瓦克肖特大学法律和经济科学学院公法讲师 

➢ 1995-1999 年：公法系主任 

➢ 1999-2000 年：高等教育局长 

➢ 2004-2006 年：教育部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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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07 年：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秘书长 

➢ 2007 年 3 月-2008 年 10 月：教育部秘书长 

➢ 2008 年 10 月-2010 年：农村发展部秘书长 

➢ 2011-2013 年：国家行政学院讲师，外交/外事顾问方向 

➢ 2014-2018 年：司法事务高级委员会成员 

➢ 2018 年起：博士培训(法律)负责人 

语文 

语文 写作 口语 阅读 

法文 熟练 熟练 熟练 

阿拉伯文 中等 中等 中等 

英文 基本 基本 基本 

其他技能： 

常用软件：MS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其他技能： 

• 指导学术研究工作 

• 团队合作 

• 组织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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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Ahmed Amin Fathalla) (埃及) 

简介 

法萨拉先生为埃及国民，2008 年至今任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2017 年 3 月

当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任期两年，2019 年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任期两年。

2012-2016 年，法萨拉先生任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纽约联合国观察员。在此最新

任命之前，法萨拉先生担任埃及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此前，法萨拉先生曾于 2010-

2011 年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外交部长，于 2009-2010 年担任负责亚洲事务的

助理外交部长。 

2005 至 2009 年期间，法萨拉先生担任埃及驻荷兰大使和驻常设仲裁法院代表。

2004 至 2005 年，担任负责多边关系的助理外交部长。 

2003 至 2004 年，法萨拉先生担任驻土耳其大使，在此之前，于 2001 至 2003 年

担任负责国际法律事务和条约的副助理外交部长，1997 至 2001 年担任驻摩洛哥

大使。 

1996 至 1997 年，法萨拉先生担任负责国际法律事务的副助理外交部部长，1990

至 1996 年担任联合国巴塞尔公约秘书处的法律事务顾问。 

法萨拉先生在其外交和外事生涯当中，曾担任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

士其他专门机构参赞(1987-1989 年)；埃及-以色列仲裁法庭埃及代表团成员；驻

印度新德里大使馆一秘(1985-1987 年)，以及埃及驻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代表

(1985-1987 年)，同时负责法律事务；埃及外交部一秘，负责与国际组织和专门机

构有关的法律事务(1984-1985 年)；以及常驻纽约代表团二秘(1979-1983 年)。1978

至 1979 年，法萨拉先生任职于外交国务部长办公室，1977 至 1978 年，任外交部

法律司担任三秘，于 1976 年首次入职外交部。1975 至 1976 年，法萨拉先生任助

理地区总检察长(司法部)。 

1974 年，法萨拉先生获得开罗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并于 1978 年获得法国国际公

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文凭。 

语文：阿拉伯文、英文、法文 

法萨拉先生 1952 年 11 月 25 日生于开罗。 

简历 

• 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 

• 出生日期：1952 年 11 月 25 日。 

• 语文：阿拉伯文、法文和英文。 

教育背景 

• 1974 年，开罗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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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法国国际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文凭。 

现任职务 

•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 

业余活动 

• 美国佛罗里达州圣托马斯大学法学院客座讲师。 

工作经历 

• 1975-1976 年：地区助理，开罗中央公共检察办公室助理地区总检察长。 

• 1976-1977 年：于外交研究所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 

• 1977 年 8 月至 1978 年 7 月：就读于法国巴黎公共管理学院。 

• 1978 年 8 月至 1979 年 1 月：任外交部法律事务司三秘，负责国际组织

法律事务。 

• 1979 年 1 月至 1979 年 8 月：任职于国务部长办公室，负责国际组织法

律事务。 

• 1979 年 8 月至 1983 年 12 月：埃及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二秘，代表

埃及参与第六委员会(法律事务)工作。 

• 1984-1985 年：外交部法律事务司一秘，负责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的法

律事务。 

• 1985-1987 年：驻新德里大使馆一秘，埃及驻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代表。 

• 1987-1989 年： 

o 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参赞兼法律和人权处处长。 

o 埃及驻埃及-以色列仲裁法庭代表团成员(塔巴)。 

• 1990-1996 年：联合国《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秘

书处法律事务顾问，瑞士日内瓦。 

• 1996-1997 年：负责国际法律事务的副助理外交部长。 

• 1997-2001 年：埃及驻摩洛哥大使。 

• 2001-2003 年：负责国际法律事务和国际条约的副助理外交部长。 

• 2003-2004 年：埃及驻土耳其大使。 

• 2004-2005 年：负责多边事务和国际组织的助理外交部长。 

• 2005-2009 年： 

o 埃及驻荷兰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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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埃及驻常设仲裁法院代表。 

o 商品共同基金埃及执行主任。 

• 2009-2010 年：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外交部长。 

• 2010-2011 年：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外交部长。 

• 2011-2012 年：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 2012-2016 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纽约联合国办事处观察员。 

• 2019-2020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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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夫·埃纳尔·法伊夫(Rolf Einar Fife) (挪威) 

1. 个人信息 

姓名：  罗尔夫·埃纳尔·法伊夫 

出生日期： 1961 年 10 月 18 日 

职业头衔： 大使 

2. 教育和研究 

2009-2010 年 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访问研究员 

1978-1984 年 奥斯陆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 

1986-1988 年 奥斯陆大学阿拉伯语研究硕士 

1978 年 先后在意大利和法国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获得法国中学毕业

证书 

3. 语文 

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挪威文流利。掌握西班牙文、德文和阿拉伯文实用技能。 

4. 政府职能和外交职务 

2019 年-至今 挪威驻欧盟大使，布鲁塞尔 

2014-2019 年 挪威驻法国和摩纳哥大使 

2002-2014 年 外交部法律事务司司长和法律顾问 

1993-2002 年 外交部法律司多个部门负责人 

1990-1993 年 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纽约 

1988-1990 年 挪威大使馆二秘，利雅得 

1986-1988 年 外交部外交官培训生 

1985-1986 年 外交部法律司律师 

1984-1985 年 司法部极地事务司律师 

5. 部分国际职务和任务 

2009-2010 年 欧洲委员会国际法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主席 

2007-2008 年 欧洲委员会国际法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副主席 

2003-2010 年 在挪威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巴伦支海和北冰洋海洋划界问题的谈

判中担任挪威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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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9 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负责筹备国际刑事法院坎帕

拉审议大会的协调人 

2007 年 第三十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挪威代表团团长，日内瓦 

2007-2008 年 在挪威与冰岛关于大陆架跨界矿藏协议的谈判中担任挪威代表

团团长 

2005-2006 年 在挪威与丹麦/法罗群岛和冰岛关于东北大西洋 200 海里以外

大陆架划界问题的谈判中担任挪威代表团团长 

2005-2006 年 在挪威与丹麦和格陵兰关于格陵兰和斯瓦尔巴群岛之间海洋划

界问题的谈判中担任挪威代表团团长 

2004 年 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改革问题研讨会主席，奥斯陆 

1995-2009 年 在挪威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历次谈判中担任挪威代表团团长 

2006 年 欧洲委员会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专家研讨会主席，雅典 

2001-2002 年 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国际刑事法院第一年预算工作

组主席 

1998-2002 年 国际刑事法院刑罚程序和刑罚证据规则起草工作组主席 

1995-1998 年 在各筹备委员会和罗马外交会议的谈判期间担任国际刑事法院

规约刑罚问题工作组主席 

6. 国际争端解决 

2015-2017 年 克罗地亚共和国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之间就陆地和海洋划界问

题设立的仲裁法庭成员 

2004 年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海牙 

2017 年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第 2 条和附件七第 2 条指定

的仲裁员和调解员 

2017 年 根据《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表第 2 条第(4)款指

定的仲裁员 

2009 年 在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咨询意见案中担任挪威代表 

2007 年 在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关于和平支助行动管辖权和国际责任

案中担任挪威代表 

2003 年 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关于美国钢铁保障措施(特定钢铁进口方

面的最终保障措施)案中担任挪威代表团团长 

1993 年 在国际法院关于格陵兰和扬马延之间区域的海洋划界案中担任

挪威代表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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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部分其他法律经验 

2002-2014 年 就国际法领域的所有问题和履行国际法律义务方面的国内立法

问题向挪威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2002-2014 年 挪威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从 1986 年开始参与谈判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草案，参加

联合国的各个会议和工作组) 

2002-2014 年 就区域冲突、和平与安全和发展问题方面的政策制定工作向挪

威政府提供国际法律咨询意见 

2014 年 佛得角举办的沿海国家次区域会议关于划定 200 海里以外大陆

架外部界限的第八次联络委员会会议共同主席，普拉亚 

2005-2014 年 挪威外交部管理委员会成员，奥斯陆 

1999-2009 年 担任挪威向大陆架外部界限委员会提交大西洋和北冰洋相关材

料工作的协调员 

2009 年 在大陆架外部界限委员会审议挪威提交的大西洋和北冰洋相关

材料期间担任挪威代表团团长 

2002-2014 年 挪威国际人道法部际委员会主席 

2002-2014 年 挪威海洋法和海洋边界问题部际委员会主席 

2002-2004 年 担任海洋基线改革及领海扩大和毗连区问题相关新国内立法筹

备工作队负责人 

2001-2003 年 在挪威担任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主席期间担任协调员 

1999-2002 年 应邀就国际刑事法院和相关执行问题作专题报告，包括同加共

体各国部长和总检察长一道，参加 1999 年加勒比地区国际刑

事法院问题政府间会议并作报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港 

1996-1997 年 在挪威与丹麦/格陵兰和冰岛关于扬马延岛外三边交界和边界

海洋划界问题的谈判中担任挪威代表团顾问 

1994-1995 年 在挪威与丹麦/格陵兰关于执行国际法院 1993 年格陵兰和扬马

延之间区域的海洋划界案判决的谈判中担任挪威代表团顾问 

1991-1993 年 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联合国政府间监测小组挪威

代表团成员，纽约联合国大会 

8. 部分其他活动 

2020 年 受任命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地缘政治学中心国际咨询机构成员 

2017 年 当选国际法学会协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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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应邀在法兰西人文学院和巴黎第四大学等机构作国际法专题讲

座和报告 

2002-2014 年 国际法协会挪威分会主席 

1999-2014 年 《北欧国际法杂志》编委会成员 

1997-2014 年 在奥斯陆大学和挪威国防大学学院从事国际法方面的各种教学

工作 

1991-1993 年 担任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培训方案咨询委员会顾问、主席，

纽约联合国大会 

9. 部分出版物(按主题排列) 

a. 北极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Arctic: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H. Ruiz Fabri, E. 

Franckx & T. Meshel (eds),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 Brill Nijhoff, 

Leiden/Boston, 2020, 398-411.  

 

“L’Arctique et l’Antarctique”, in G. Guillaume (ed.), La vie internationale et le droit, 

Editions Hermann, Paris, 2018, 391-404. 

 

“Les régions polaires”, in M. Forteau, D. Müller, A. Pellet & J.M. Thouvenin (eds.),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Editions A. Pedone, Paris, 2017, 501-518.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PCIJ, 1933)”, in E. Bjorge & C. Miles (eds.), 

Landmark Case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art Publishing, Oxford & Portland, 

2017, 133-157. 

 

“Svalbard og traktaten av 1920: myter og virkelighet”  (Svalbard and the Treaty of 

1920: Myths and Reality), in H.C. Bugge, H. Indreberg, A. Syse & A. Tverberg (eds.) , 

Lov, Liv og Lære – Inge Lorange Backer 70 år, Universitétsforslaget, Oslo, 2016, 

201-219.  

 

“Arctic Reflections Among Receding Sea-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Essays in Memory of Anatoly L Kolodkin, Moscow, Statut, 2014, 206–21. 

 

“Cooperation Across Boundaries in the Arctic Ocean: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in P. Berkman & A. Vylegzhanin (e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Arctic Ocean,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345-358. 

 

“The Call for good Governance in the Arctic Ocean –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to Meet Rising Challenge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in 

G. Witschel, I. Winkelmann, K.Tiroch & R. Wolfrum (eds.), New Chances and New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10, 223-232.  

 

“L’objet et le but du Traité du Svalbard (Spitsberg) et le droit de la mer”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Treaty concerning Spitsberge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La mer 

et son droit, Mélanges offerts à Laurent Lucchini et Jean-Pierre Quéneudec, Editions 

A. Pedone, Paris, 2003 (ISBN 2-233-00420-5), 239-262.  

 

The article appeared also in Russian in 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nr. 4, 1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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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海洋法 

“Obligations of ‘Due Regard’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eir Context, 

Purpose and State Pract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34 (2019), 43-55.  

 

“Les obligations de ‘tenir dûment compte’ dans les dispositions de la CNUDM 

relatives à la ZEE: perspectives historiques et contemporaines”  in C.Beaucillon & Y. 

Kerbrat (eds.), Usages pacifiques et militaires de la Zone économique exclusive  : 

Étude des obligations des États côtiers et non côtiers de tenir dûment compte des 

droits des autres États en vertu de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droit de la 

mer, IREDIES Conference Paper n°1/2018, 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 

2018. 

 

“Preface” in C. Banet (ed.), The Law of the Seabed – Access, Uses and Protection of 

Seabed Resources, Brill Nijhoff, Leiden/Boston, 2020, ix-xii.  

 

“A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 How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in J.C. Sainz-Borgo et 

al., (ed.), Liber Amicorum Gudmundur Eiriksson , University for Peace &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2017, 51-67. 

 

“Norway”, with P. Tresselt, i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t 

30: Reflection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13, 81-84. 

 

《国际海洋边界》(美国国际法学会)中的报告: 

Report 9-26 (Add.1) in C. Lathrop (e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forthcoming), ASIL, 2020; Report 9-6 (3), on Treaty between the Kingdom of 

Norway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Barents Sea and the Arctic Ocean, in C. Lathrop (e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VII, ASIL 2016, Brill/Nijhoff, 

5167-5203; Report 9-4 (3), on Agreement of 2008 between Norway and Iceland 

concerning Transboundary Hydrocarbon Deposits and Agreed Minutes of 2008 

concerning Right of Participation, in C. Lathrop (e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VII, ASIL 2016, Brill/Nijhoff, 5123-5142; Report 9–25, on 

Agreement between Norway and Denmark/Greenland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 Fisheries Zones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Svalbard, in D.A. Colson & R.W.Smith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VI, ASIL 2011, 4513–31; Report 9-26, on Agreed Minutes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between the Faroe Islands, Iceland and Norway, in D.A. Colson & R.W.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VI, ASIL, 2011, 4532-4552。 

 

“Le traité du 15 septembre 2010 entre la Norvège et la Russie relatif à la délimitation 

et à la coopération maritime en mer de Barents et dans l’océan Arctique”, i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LVI, 2010, CNRS Editions, Paris, 399-412. 

 

“Elements of Nordic Practice 2006: Norwegian Measures Taken Against Stateless 

Vessel Conducting Unauthorized Fishing on the High Seas”, 76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7, 301-303. 

 

“Les modes de fixation des frontières maritimes  : la négociation de l’accord”, in 

Institut du droit économique de la mer, Le processus de délimitation maritime – étude 

d’un cas fictif, Colloque international, Monaco, Editions A. Pedone, 2004, 33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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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ty to Render Assistance at Sea: Some Reflections after Tampa”, in J. Petman 

and J. Klabbers (eds.), Nordic Cosmopolitanism: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Martti Koskenniemi,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Hague, 2003, 469-484. 

 

“The Limits in the Seas: The Need to Establish Secure Maritime Boundaries – Some 

Thoughts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Earth Scientists to Legal Determinacy (…)”, in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Opening for 

Signa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New York, 9 and 

10 December 2002, United Nations, 2003, 81-110. 

 

“Revision of Norway’s Straight Baselines” and other elements of Norwegian State 

practice in “Nordic Practice 2001/2003”,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vol. 73, 551-553. 

 

“Norway’s Straight Baselines Around the Svalbard Archipelago”, 70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555-563. 

 

“Les accords faisant suite à l’arrêt rendu par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n 1993 

dans l’affaire entre le Danemark et la Norvège concernant la délimitation maritime 

dans la région située entre le Groenland et Jan Mayen”,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Paris, 1999, 199-214. 

 

c. 国际刑法和国际性刑事法院及法庭 

M. Bergsmo, R.E. Fife, H. Friman, et al.: Internasjonal strafferet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 Brussels, 2020, ISBN 978-82-

8348-125-9 (forthcoming), 1-71 and 405-415. 

 

“Article 77 (Applicable penalties)” and “Article 80 (Non-prejudice to national 

application of penalties and national laws)”, in O. Triffterer (ed.), Commentary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ticle by Article, 1st ed. 1999, 

Baden-Baden, 985-998 and 1009-1014; 2nd ed. 2008, 1419-1432 and 1443-1448; 3rd 

ed. 2016 O.Triffterer & K.Ambos (eds.), Beck-Hart, 1877-1890 and 1909-1914; 4th 

ed. 2020 K.Ambos (ed.),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ticle-

by-Article Commentary, Beck-Hart, (forthcoming).  

 

“Norway”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f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Seen through a 

Critical Prism), in C. Kress & S. Barriga (eds .),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A 

Commentary,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42-1263. 

 

“Criteria for prosecu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the importance for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he quality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for atrocities, 

in particular of the exercise of fundamental discretion by key justice actors”, in M. 

Bergsmo (ed.), Criteria for Prioritizing and Selecting Core International Crimes 

Cases, FICHL Publication Series No. 4, 2009, 21-24. 

 

“The Legislative Respon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Terrorism: 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Forces and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Festskrift til Carl August 

Fleischer, Oslo, Universitétsforlaget, 2006, 151-172. 

 

“Criminalizing Individuals for Acts of Aggression committed by States”, in 

M.Bergsmo (ed.), Human Rights and Criminal Justice for the Downtrodden – Essays 

in Honour of Asbjørn Eid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03, 53-74. 

 

“The Draft Budget for the First Financial Period of the Court”, in Twenty-Fifth 

Memorial Issue: The E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eparations and 

Commentary, 25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2, 60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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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hence It Came, Where It Goes”, 69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0, 63-85.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Russian in 

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1, 60-87. 

 

“The Norwegi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70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531-546. Appeared in an 

adapted version in The Rome Statute and Domestic Legal Orders , (C. Kreβ, B. 

Broomhall, F. Lattanzi & V. Santori, eds.) Volume II,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5, 281-294. 

 

“Norway’s Response to ICTY Order fo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SFOR, NATO 

and States participating in SFOR”, 70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563-566. 

 

“Penalties”, in R. Lee (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Elements of Crimes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Transnational Publ.s, New York, N.Y., 2001, 555-574. 

 

“Norwa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1994-2000”, 69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0, 359-372. 

 

“Penalties”, in R. Lee (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Making of the 

Rome Statute: Issues, Negotiations, Results,  The Hague/New York, 1999, 319-343. 

 

d. 国际法的渊源——条约法 

“Creative Forces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A. Ciampi (ed.),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 An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UK/Northampton MA USA, 2019, 2-21.  

 

“Foreword”, in S. T. Helmersen,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s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xiii-xxii. 

“Actes unilatéraux – Arroseur arrosé” in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Editions Pedone, Paris, 2017, 23-28. 

 

“The CAHDI European Observatory of Reservations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Re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Council of Europe, The CAHDI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uncil of Europe, 2016, 91-97.  

 

“Le Guide de la pratique sur l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une espèce endémique à la 

Commiss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in P. Bodeau-Livinec (ed.), Form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Réflexions sur le devenir des travaux de la Commiss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Nations Unies, (Actes du colloque du 22 juin 2015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Saint-Denis, Pedone, 2018, (即将出版)。 

 

“Quand dire c’est faire – Le praticien face au Guide de la pratique de la CDI”, in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ctualités d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Paris, 

Editions A. Pedone, 2014, 171-178.  

 

“Les techniques interprétatives non juridictionnelles de la norme internationale”, in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115, 2011, Paris, 367-372. 

 

“The Role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eaty-Making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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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2003 Hague Join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TMC Asser Press, The Hague, 51-55. 

 

“Den internasjonale domstol i Haag”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 

Summary of Jurisprudence 1946-1994), TANO, Oslo, 1994, 182 p.  

 

e. 部分其他出版物 

“Generating Incentives to Appoint Women to the International Bench: Experiences 

with State Practice”, in F. Baetens (ed.), Who is the Judge?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Ben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49-59.  
 

Commentaries on Norwegian statutory laws pertain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Norsk 

Lovkommentar (earlier: Karnov norsk kommentert lovsamling) : entries on Norwegian 

Acts of legislation, with regular updates, since 1997, including on legislation 

concerning Norway’s EEZ and on the ICC.  
 

“Noen utviklingslinjer i Sikkerhetsrådets beslutningsprosess”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nternasjonal Politikk,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slo, 53(4) 1995, 471-482. 

 

“Noen hovedpunkter i den islamske kontraktsrett” (Main issues in Islamic Contract 

Law) Lov og Rett, Oslo, 1993, 610-619. 

 

“En kort oversikt over de islamske regler om foreldreansvar ved samlivsbrudd”  

(A brief survey of Islamic rules on rights of custody over children after separation), 

Lov og Rett, Oslo, 1992, 40-46. 

 

“Fransk-norsk juridisk oppslagsbok” (French-Norwegian Legal Handbook), TANO, 

Oslo, 1991, 128 p. 
 

“En kort innføring i islamsk ret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Law), Lov og Rett, 

Oslo, 1990, 548-557. 

 

“Fransk juridisk ordbok” (French-Norwegian Legal Dictionary), University of Oslo, 

Institutt for privatretts stensilserie, 1985, 231 p.  

 

“La question linguistique en Norvège et ses solutions juridiques”, Jura Falconis, 

Leuven, 1985, 23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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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亚斯·福尔托(Mathias Forteau) (法国) 

[原件：英文和法文] 

出生日期：1974 年 6 月 27 日(法国) 

  巴黎楠泰尔大学公法教授(法国)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前委员(2012 年至 2016 年) 

– 国际法协会成员；楠泰尔国际法中心成员 

– 法国国际法学会前任秘书长(2008-2012 年) 

  学术资格 

2008 年  西巴黎楠泰尔拉德芳斯大学教授(法国) 

2016-2018 年 纽约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纽约) 

2004-2008 年 里尔大学教授(法国) 

2004 年  通过公法国家竞争性考试 

2003-2004 年 公法高级讲师(Maître de conférences)(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 

1997-2002 年 公法博士学位(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 

1996-1997 年 高级研究文凭(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国际经济关系和欧洲

   经济关系法，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 

  学术职务 

2020 年  2020 年欧洲国际法学会图书奖评委会成员 

2019 年  “国际关系和欧盟问题法学硕士”(国际法法学硕士)项目共同主任

(西巴黎大学) 

2017 年  “海区与全球化”大学学位共同主任(西巴黎大学) 

2015 年  国际法协会法治和国际投资法国际委员会成员 

2015-2018 年 《美国对外关系法》《第四次法律重述》(美国法学会)(2018 年出版)

   国际咨询小组成员 

2014-2018 年 法国联合国协会学术委员会成员 

2011 年  楠泰尔大学欧洲法双语硕士学位“司法解决争端国际法” 

   (Contentieux international public)博客主管 

2010-2016 年 西巴黎楠泰尔拉德芳斯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律比较分析”硕

   士(第一年)共同主任 

2009 年  法国、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学术征

   聘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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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研究与高等教育评监局专家 

2008 年  法国国际法学会秘书长 

   和平与安全兴趣小组共同倡导人(欧洲国际法学会) 

2007-2008 年 国家责任法第二期硕士主任(里尔第二大学) 

  编辑职务 

– 现任：《法国国际法年鉴》共同主任 

– 下列刊物编辑委员会成员： 

–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法律和实践》 

– 海洋经济法研究所(INDEMER) 

– 《巴西国际法年鉴》 

– 《法国国际法年鉴》 

– 《西班牙国际法年鉴》 

– 《比利时国际法评论》 

2017 年  关于提交《国际争端解决杂志》稿件的报告 

2010 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图书提案报告 

2010-2017 年 Larcier 版《国际法汇编》共同主任 

  讲座 

在线 

国际责任法课程，国际法视听图书馆(联合国)，150 分钟，2015 年 

(http://www.un.org/law/avl/) 

西巴黎楠泰尔拉德芳斯大学： 

(2008 年-…)：欧洲法导论；国际法渊源；国际责任法；国际法中的裁决和诉讼；

国际组织法；外国投资法研讨会；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讨会 

(2003-2004 年)：国际司法解决法；欧洲法 

纽约大学法学院 

(2016-2018 年)(兼职教授)国际法院诉讼(3 学分研究班) 

联合国国际法研究金方案(海牙) 

(2018 年 7 月)：国家责任法课程(9 小时) 

(2016 年 6 月)：国际法和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介绍(15 小时) 

http://igps.wordpress.com/
http://www.un.org/law/avl/


 A/76/62 

 

91/342 21-01250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Paris)： 

客座教授：国际法律文本实践与分析(2006-2012 年) 

里尔大学(2004-2008 年)： 

一般国际法；武装冲突法；国际司法解决法；法律和解释研讨会 

政治研究所(里尔)(2004-2007 年)： 

国际法；紧急情况下的国际责任问题 

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贝洛奥里藏特(巴西)(国际法冬季课程，2008 年 7 月)： 

跨国仲裁法庭判例法对一般国际法的贡献 

欧洲联盟，布鲁塞尔(2004-2005 年)： 

为欧盟公务员开办法律导论讲座 

  作为律师和顾问或专家进行的活动 

2020 年 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卡塔尔诉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国际法院)(待决)中担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律师和顾问 

2019 年 在危地马拉的领土、岛屿和海域主张案(危地马拉/伯利兹)(国际法院)(待

决)中担任伯利兹的律师和顾问 

2019 年 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国际法院)(待决)

中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律师和顾问 

2017 年 在涉嫌违反 1999 年 12 月 9 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案(乌克兰诉俄罗斯)(国际法院)(待决)中担

任俄罗斯的律师和顾问 

2017 年 在豁免和刑事诉讼案(赤道几内亚诉法国)(国际法院)(待决)中担任法国

的律师和顾问 

2017-2019 年 在 1965年查戈斯群岛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的咨询程序(国际

法院)中担任法国的律师和顾问 

2016 年 在锡拉拉河争端案(智利诉玻利维亚)(国际法院)(待决)中担任玻利维亚

的律师和顾问 

2015-2019 年 在印度洋海洋划界案(索马里诉肯尼亚)(国际法院)中担任肯尼亚的

律师和顾问 

2013-2018 年 在出入太平洋的协谈义务案(玻利维亚诉智利)(国际法院)中担任玻

利维亚的律师和顾问 

2014-2015 年 在欧洲人权法院 Perinçek 诉瑞士案(大法庭，第 27510/08 号)中协调

一批法学教授作为第三方参与诉讼提交的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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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 经合组织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多边框架 /公约草案(经合组

织/20 国集团项目)法律专家 

2013 年 出席法国-美国网络安全防护专题讨论会的法国代表团成员(2013 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华盛顿) 

2010-2013 年 在边界争端案(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国际法院)(2013 年 4 月 16 日作

出判决)中担任布基纳法索的律师和顾问 

2010-2012 年 在孟加拉国和缅甸关于孟加拉湾海洋边界划定争端案(国际海洋法

法庭)(2012 年 3 月 14 日作出判决)中担任缅甸的律师和顾问 

2009-2011 年 担任乍得的律师和顾问(根据欧洲开发基金仲裁规则进行的仲

裁)(2011 年 8 月 11 日终局裁决) 

2008-2010 年 在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请求发

布咨询意见)(国际法院，2010 年 7 月 22 日的咨询意见)中担任法国的律师和顾问 

2006-2012 年 在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诉刚果)(国际法院)中担任几

内亚的律师和顾问 

2006-2007 年 在欧洲隧道公司诉法国和联合王国案(2007 年 1 月 30 日作出部分

裁决，www.pca-cpa.org)中担任法国的律师和顾问 

2002-2005 年 在边界争端案(贝宁/尼日尔)(国际法院，2005 年 7 月 12 日作出判

决)中担任贝宁的律师和顾问 

2002-2003 年 在石油平台案(伊朗诉美国)(国际法院，2003 年 11 月 16 日作出判

决)中担任伊朗的律师 

1998-2002 年 在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国际

法院，2002 年 12 月 17 日作出判决)中担任印度尼西亚的律师 

自 2009 年起 法律顾问，包括韩国政府(独岛主权问题)(2013 年-)；直布罗陀(欧洲

共同体初审法院，T-176/09 号案件，直布罗陀政府诉欧洲共同体委员会)(2009-2011

年)；联合王国政府(联合王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2011 年和 2015 年)；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塞舌尔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2011 年)；冈比亚(解决投资争端国

际中心的一起仲裁)(2011 年)；科威特航空公司(联合王国高等法院的一起案

件)(2011-2012 年) 

  研究和出版物 

  书籍 

- (与 P. Bodeau-Livinec 合编),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immunités, Pedone, Paris 

(待于 2020 年出版) 

- ( 与 F. Latty 合作 ) (dir.), Communication médiatique de l’État et droit 

international, Actes du colloque de Nanterre du 14 juin 2019 (待于 2020 年出版)  

http://www.pca-c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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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J.-M. Thouvenin 合编),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Pedone, Paris, 

2017, 1321 p. 

- (与 H. Ascensio, P. Bodeau-Livinec, F. Latty, J.-M. Sorel and M. Udéba-Saillard

合作(dir.)),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en clin d’œil 

amical à Alain Pellet), Pedone, Paris, 2017, 606 p. 

- (与 M. Ubéda-Saillard 合编) SFDI, Actualité d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Pedone, 

Paris, 2014, 190 p. 

- M. Forteau, Antoine Rougier. La théorie de l’intervention d’humanité, Dalloz, 

Collection « Tiré à part », 2013 

- (联合编辑) La fragmentation du droit applicabl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gards croisés d’internationalistes privatistes et publicistes (J.-S. Bergé, M. 

Forteau, M.-L. Niboyet, J.-M. Thouvenin ed.), Pedone, Paris, 2011, 208 p. 

- 与 P. Daillier and A. Pellet,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Nguyen Quoc Dinh†)合

作, LGDJ, Paris, 8ème édition, 2009, 1709 p. (2021 年新版) 

- Droit de la sécurité collective et droit d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 l’État, 

Pedone, Paris, 2006, XIII+699 p. (Price Suzanne Bastid of the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与 J.-P. Cot and A. Pellet (合编),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3ème édition, Economica, Paris, 2005, 2 volumes, XX+2363 p.  

  论文 

  即将发表 

1. « Le droit applicable devant l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 Course at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待于 2020 年 1 月完成；待于 2020 年在《海牙
国际法学院课程选编》中发表) 

2. « Th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AFDI) », in Symposium, 

« Yearbooks of International Law : History, Function, Future »,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20 

3. « Le droit de l’État de communiquer dans le domain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 

quelles limites ? », in M. Forteau, F. Latty (dir.), Communication médiatique de 
l’État et droit international, Actes du colloque de Nanterre du 14 juin 2019 

4. « Le rôle des archives dans la délimitation des frontières terrestres et maritimes », 

in P. Bodeau-Livinec e.a. (dir.), Archives et droit international, Journée d’étude, 

Nanterre, 17 décembre 2018 

5.  « La place de l’échelon local dans la pratique des Nations Unies en matière de 

maintien, de rétablissement et de consolidation de la paix », in A.-S. Millet-

Devalle, A. Beaudouin (dir.), colloque de Nice, Villes, violenc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juin 2017  

6.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ti Possidetis Juris”, in M. Andenas 

and E. Bjorge et al. (eds.), A Future for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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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1. « Les cessions, concessions et baux relatifs aux territoires insulaires », in SFDI, 

Îles et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20 

2. « Conclusions générales », in T. Garcia, L. Chan-Tung (dir.),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 : bilan et perspectives 50 ans après son adoption, 
Pedone, Paris, 2019, pp. 191-202 

3. «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Engaging in Collective Security. The Case of France », 

in C. Brad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811-827 

4. «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Law »,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Law (2018 年 1 月，2019 年 9 月在线
出版) 

5.  (与 V. Gowlland-Debbas 合作) “Article 7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in A. 

Zimmerman and others (dir.),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3r edition, Oxford UP, 2019, pp. 135-165 

6. “The Legal Nature and Content of Due Regard Obligations in Recent International 

Case Law”,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34 (2019), pp. 

25-42 

7. « Les seuils de gravité d’une cyberattaque », in M. Grange, A.-T. Norodom (dir.), 

Cyberattaques et droit international. Problèmes choisis, 2018, pp. 23-44 

8. Préface of R. Leboeuf, Le traité de paix.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juridique du 
règlement conventionnel des différends internationaux, Pedone, Paris, 2018, pp. 3-

6 

9. “I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Crimes before the ILC: Looking for Innovative 

Solutions”, AJIL Unbound, 2018, Vol. 112, pp. 22-26 

10. (与Alison See Ying Xiu合作) “The US Hostage Rescue Operation in Iran – 1980”, 

in T. Ruys, O. Corten (eds.),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 Case-based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8, pp. 306-314 

11. “Non-Compliance with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 
Symposium on the Law of the Sea, Tokyo, 2-3 February 2017 

12.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Within, not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A. Roberts and others (eds.),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P, 2017, Chapter 8 

13. « Le système d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de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droit de la mer », in M. Forteau, J.-M. Thouvenin (dir.),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Pedone, Paris, 2017, pp. 989-1019 

14. « 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tourisme : la croisière s’amuse » et « SFDI : ASIL du 

pauvre », in H. Ascensio, P. Bodeau-Livinec, M. Forteau, F. Latty, J.-M. Sorel, M. 

Udéba-Saillard (dir.),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en clin 
d’œil amical à Alain Pellet), Pedone, Paris, 2017, pp. 421-425 et pp. 529-533 

15. « La responsabilité des pouvoirs publics étatiqu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 les vertus 

de l’approche comparée », in D. Renders (coord.), La responsabilité des pouvoirs 
publics. XXIIèmes journées d’études juridiques Jean Dabin, Bruylant, Bruxelles, 
2016, pp. 481-530 

16. « Être ou ne pas être un État : le rôle du juge interne dans l’identification de la 

qualité étatique d’entités étrangères », AFDI 2016, pp.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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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A New ‘Baxter Paradox’? Does the Work of the ILC on Matters Already 

Governed by Multilateral Treaties Necessarily Constitute a Dead End ? »,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harvardhrj.com/wp-content/uploads/2016/06/Forteau.pdf) 

18. « Regulating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the 

Role of Ratione Materiae Jurisdiction under Part XV of UNCLOS »,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016, pp. 190-206 

19. « Changer de regard : tout ne serait-il pas affaire de droit applicable, plutôt que 

d’ordres juridiques ? », in B. Bonnet (dir.), Traité des rapports entre ordres 
juridiques, LGDJ, 2016, pp. 633-649 

20. « Les Nations Unies et l’abolition universelle de la peine de mort : actions et 

défis », in S. Touzé (dir.), L’abolition universelle de la peine de mort, Pedone, Paris, 

2016, pp. 11-27 

21. « Les décisions juridictionnelles comme précédent », in SFDI, Le précédent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16, pp. 87-112 

22. « The State », 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 在线出版 , 

[http://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 (2016) 

23. Note de lecture de l’ouvrage de Paul von Mühlendahl, L’équidistance dans la 
délimitation des frontières maritimes. Étude de la jurisprudence internationale, in 
RGDIP, 2016, pp. 480-481 

24.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irect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H. Aust and G. Nolte (e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Domestic Courts, Oxford UP, Oxford, 2016, 

pp. 96-112 

25. « Régionalisme et unité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in Select Proceedings of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Hart Publishing, 2016, pp. 87-92 

26.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Within, not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Symposium on Exploring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AJIL, 2015, pp. 498-513  

27. «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before Annex VII Arbitral Tribunals », i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Seas in Asia. Navigational Cha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Symposium, 

Tokyo, 12-13 février 2015 

28. « Rescuing Nationals Abroad » in M. Well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ter 44, pp. 

947-961  

29. « Nationalité des investisseurs personnes physiques et nationalité des investisseurs 

personnes morales, actionnaires (minoritaires) » in Ch. Leben (dir.),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investissements et de l’arbitrage transnational, Pedone, Paris, 

2015, pp. 161-199 

30.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dvisory Opinion”, in M. 

Milanovic and Sir. M. Wood (eds.),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Kosovo Advisory 
Opi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67-186 

31. « Préface » de Ph. Kalfayan, La France et l’imprescriptibilité des crimes 
internationaux, Pedone, Paris, 2015, pp. 9-11 

32. Note de lecture de l’ouvrage de C. McLachlan, Foreign Relations Law, Cambridge 
UP, 2014, in RGDIP, 2015, pp. 3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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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Note de lecture de l’ouvrage de D. Alland,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UF, Paris, 2014, in RGDIP 2014, pp. 1013-1014 

34. Commentary of the judgments Fraisse (Cour de cassation, 2000) and Gardedieu 
(Conseil d’État, 2007) in A. Miron, A. Pellet (dir.), Les grandes décisions de la 
jurisprudence françai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alloz, 2015, pp. 330-340 et 

pp. 454-467 

35. «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reflet des limites (mais aussi de la natu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in Les limit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ssais en l’honneur de 
Joe Verhoeven.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oe 
Verhoeven, Bruylant, 2014, pp. 55-68  

36. « Quelles conséquences pour les réserves non valides ? », in SFDI, Actualités d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Pedone, Paris, 2014, pp. 87-98 

37. (avec C. Laly-Chevalier), « Les problèmes d’articulation des procédures d’asile, 

d’extradition et d’entraide judiciaire pénale », in V. Chetail, C. Laly-Chevalier 

(dir.), Asile et extradition. Théorie et pratique de l’exclusion du statut de réfugié, 
Bruylant, Bruxelles, 2014, pp. 145-204 

38. «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est-il soustrait à l’emprise du principe 

de non-intervention ? », Droits. Revue française de théorie, de philosophie et de 
culture juridiques, n° 57, 2014, dossier spécial, « Après la Libye – avant la Syrie ? 

L’ingérence », pp. 119-140 

39. « La France et la réforme du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 in G. Cahin, F. Poirat 

et S. Szurek (dir.), La France et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edone, Paris, 

2014, pp. 231-260 

40. « The Diversity of Applicable Law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s a Source of 

Forum Shopping and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 Assessment », 

in R. Wolfrum and I. Gätzschmann (eds.),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 Room 

for Innovations, Springer, Heidelberg, 2013, pp. 417-441 

41. « La responsabilité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 régime général de 

responsabilité ou lex specialis ? », in RBDI, 2013/1, Dossier consacré à « La 

responsabilité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 pp. 147-160 

42.  «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ources du droit », in E. Lagrange et J.-M. Sorel 

(dir.), Droi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LGDJ, Paris, 2013, pp. 257-285 

43. Préface de l’ouvrage de M. Cuq, L’eau en droit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s et 
divergences dans les approches juridiques, Larcier, Bruxelles, 2013, pp. 9-11 

44. (avec M. Audit) «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ithout BIT : Toward a Foreign 

Investment Customary Based Arbitration ?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2, pp. 581-604 

45.  « La Palestine comme « État » au regard du Statut d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 in ULB, colloque du 8 avril 2011, Israël-Palestine : trois questions 
actuell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12/1, pp. 41-

64 

46. « La place d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es dans l’ordre juridique de l’Union 

européenne », in M. Benlolo-Carabot, U. Candas, E. Cujo (dir.), Union européenn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En l’honneur de Patrick Daillier, Pedone, Paris, 2012, pp. 

58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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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 Le droit administratif global, signe d’une évolution des techniqu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 in Cl. Bories (éd.), Un droit administratif global ? / A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 Pedone, Paris, 2012, pp. 169-183 

48. Avant-propos du livre de T. Barsac, La Cour africaine de Justice et des droits de 
l’homme, Pedone, Paris, 2012, 135 p. 

49. (avec E. Cujo) « Les réactions des organes politiques internationaux » in H. 

Ascensio, E. Decaux et A. Pellet (dir.), Droit international pénal, Pedone, Paris, 

2ème édition, 2012, pp. 755-772 

50. « Les sourc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face au formalisme juridique », L’Observateur 
des Nations Unies, vol. 30, 2011-1, p. 61-71 

51. « Les instrument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our remédier à l’insolvabilité des 

États », in M. Audit (dir.), Insolvabilité des États et dettes souveraines, LGDJ, 

Paris, 2011, pp. 203-226 

52. « L’influence du choix de la juridiction sur le droit applicabl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e regard de l’internationaliste publiciste », in J.-S. Bergé, M. 

Forteau, M.-L. Niboyet et J.-M. Thouvenin (coord.), M. Forteau (directeur 

scientifique), La fragmentation du droit applicabl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gards croisés d’internationalistes privatistes et publicistes, Pedone, Paris, 2011, 

pp. 143-163 

53. « Les techniques interprétatives de la norme internationale de la Cour inter

nationale de Justice », RGDIP, 2011/2, pp. 399-416 (communication orale d

iffusée sur le site http://uptv.univ-poitiers.fr/web/canal/61/theme/29/manif/270/

video/2342/index.html) 

54. « L’ordre public ‘‘transnational’’ ou ‘‘réellement international’’. L’ordre public 

international face à l’enchevêtrement croissa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e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Clunet), 2011/1, pp. 3-

49  

55. « Faut-il un conseil de sécurité économique sur le modèle onusien ? », in R. 

Chemain (dir.), La refondation du systèm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 international. 
Evolutions réglementaires et institutionnelles, Pedone, Paris, 2011, pp. 299-315 

56. « Le rôl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dans la résolution des conflits entre 

peuples : de la justice à la réconciliation », in S. Dauchy et M. Vec (dir.), Les 
conflits entre peuples. De la résolution libre à la résolution imposé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Völkerrechts 24, Nomos, Baden-Baden, 2011, pp. 173-191 

57. « Le statut des territoires sur lesquels se trouvent les Murs », in J.-M. Sorel (dir.), 

Les Murs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10, pp. 91-115 

58. « La contribution de l’Union européenne au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général », in « Chronique. Les interaction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européen »,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2010/3, pp. 887-990 

59. «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les systèmes régionaux. Plaidoyer pour le 

pluralisme désordonné », in E. Dubout et S. Touzé (dir.), Les droits fondamentaux : 
charnières entre ordres et systèmes juridiques, Pedone, Paris, 2010, pp. 39-64 

60. « Délimitation à la rive, au thalweg, au milieu du chenal », in B. Aurescu et A. 

Pellet (dir.), Actualité du droit des fleuves internationaux, Pedone, Paris, 2010, pp. 

29-39 

61. « Reparation in the event of a Circumstance precluding Wrongfulness » (Chapter 

57) et « Space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sponsibility» (Chapter 59) in 

http://uptv.univ-poitiers.fr/web/canal/61/theme/29/manif/270/video/2342/index.html
http://uptv.univ-poitiers.fr/web/canal/61/theme/29/manif/270/video/2342/index.html


A/76/62  

 

21-01250 98/342 

 

J. Crawford, A. Pellet and S. Olleson (e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0, pp. 887-893 et pp. 903-914 

62. « La contribution au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général de la 

jurisprudence arbitrale relative aux 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The Foreign 
Investment Case Law’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 Brazi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IV, 2009/1, pp. 11-39 

63. « Le juge CIRDI envisagé du point de vue de son office : juge interne, juge 

international, ou l’un et l’autre à la fois ? », in Liber amicorum Jean-Pierre Cot. 
Le procès international, Bruylant, Bruxelles, 2009, pp. 95-129 

64. « La CJCE et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face à la question de 

l’articulation du droit européen et du droit des Nations Unies : quelques remarques 

iconoclastes », Revue du marché commun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n° 529, juin 

2009, pp. 397-402 

65. « Existe-t-il une définition et une conception univoques de l’État de droit dans la 

pratique des organisations régionales ou politiques ? » in SFDI, L’État de droit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09, pp. 263-286 

66. « Le droit applicable en matière de droits de l’homme aux administrations 

territoriales gérées par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 in SFDI et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La soumissio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x normes internationales relatives aux droits de l’homme, 

Pedone, Paris, 2009, pp. 7-34 

67. « Regional International Law »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68. «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or Institutions, Regional Groups »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69. « Regional Cooperation »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70. « United Nations, Regional Commissions »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71. « Retour sur un ‘‘classique’’ : les décisions de la Cour suprême des États-Unis dans 

les affaires Johnson v. M’Intosh (1823), 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 (1831) et 

Worcester v. Georgia (1832) »,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8/2, pp. 453-458 

72. « L’idée d’une culture international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es Nations Unies », 

Journées d’études franco-allemandes,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iversité des cultures 
juridiques, Pedone, Paris, 2008, pp. 357-386 

73. « À la recherche du droit applicable aux actes extraterritoriaux d’exécution: 

l’affaire R. c. Hape devant la Cour suprême du Canada (7 juin 2007) »,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7, pp. 65-104 

74. « L’État selon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une figure à géométrie variable ? »,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7/4, pp. 737-770 

75. « La saisine des juridictions interétatiques à vocation universelle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Tribunal international du droit de la mer) », in H. Ruiz 

Fabri et J.-M. Sorel (dir.), La saisine d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Coll. 
Contentieux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06, pp.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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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 Le dépassement de l’effet relatif de la Charte », in R. Chemain et A. Pellet (dir.),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nstitution mondiale ?, Cedin Paris X, Cahiers 

internationaux n° 20, Pedone, Paris, 2006, pp. 121-159 

77. « La levée et la suspension des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5, pp. 57-84  

78. «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ans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 In J.-P. Cot, A. Pellet 

(dir.), M. Forteau (secr. de la réd.),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3ème édition, Economica, Paris, 2005, volume 1, pp. 111-140 

79. Mise à jour du commentaire des articles 5 et 6 de la Charte, in ibid., volume 1, 

pp. 535-571 

80. Book Review, C.F. Amerasinghe,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2003,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 Practitioners’ 
Journal, 2004/1, pp. 155-157 

81. « Les conventions bilatérales de promotion et de protection des investissements 

conclues par la France », in P. Daillier, G. de La Pradelle et H. Ghérari (dir.), Droit 
de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Pedone, Paris, 2004, pp. 755-763 

82. « Les renvois inter-conventionnels »,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3, pp. 71-104 

83. « La situation juridique des contingents militaires français chargés d’assurer le 

maintien de l’ordre public sur le territoire d’un État étranger »,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3/3, pp. 635-676 

84. (avec E. Cujo) « Les réactions des organes politiques » in H. Ascensio, E. Decaux 

et A. Pellet (dir.), Droit international pénal, Pedone, Paris, 2000, 1ère éd., pp. 663-

680 

85. « La formule « pétrole contre nourriture » mise en place par les Nations Unies en 

Irak : beaucoup de bruit pour rien ? »,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97, pp. 132-150 

  其他 

1. “ ESIL Book Prize Event. Discussion of Daniel Peat’s Comparative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欧洲国际法学会组织的远程小组讨论， 

2020 年 10 月 2 日，1-2 pm 

2. 小组发言人，“Effectvive Advocacy in Inter-State Litigation”, 伦敦国际法会
议，2019 年 10 月 4 日，伦敦 

3. 作为专家参加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牛津大学)共同举办的“关于国家事先同
意国际法庭对国家间争端管辖权的圆桌会议”，2019 年 3 月 25 日，联合王
国牛津 

4.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在布鲁塞尔组织的会议“结论”(英文),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urt?”，2019 年 2 月 20 日，3 pm - 6 pm  

5. “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égociations BBNJ (国家管辖范围外地区生物多
样性) ”，2018 年 12 月 20 日楠泰尔大学举办的座谈会上的交流，Le droit 
international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l’Union européenne dans l’ordre 
international 

6. “Codifying International Law of Succession: Main Challenges, Possible 
Solutions”,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举办的会议“Curre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the Succession of States”, 联合国，2018 年 5 月 23 日，纽约， 1:15-2: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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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娜堡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专家研讨会, 2017年11月13-14日，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8. “Selection of the Relevant Forum and Identification of Possible Basis for 

Jurisdiction”，2017 年 10 月 24 日，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在纽约联合国举办的
会外活动上的发言, Dialogu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Practitioners 

9. 巴黎楠泰尔国际法中心研究小组成员，拟订国际主权债务减免中心机制草案 

(发表在 ICSID Review, 2016, pp. 1-31) 

10.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Mass Crimes Reparations ”, 2016 年 3 月 3 日举
办的以往大规模罪行赔偿会议口头发言，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t de droits humains, Geneva  

11.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马蒂亚斯·福尔托
在法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主持的会议辩论，2015 年 11 月 6 日 

12. “The Time Elemen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在
塞浦路斯和秘鲁组织的关于习惯国际法识别的会外活动上的发言，联合国，
2015 年 11 月 5 日，纽约 

13. “Exchange of Views with Members of the ILC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在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举办的会外活动上的发言，联合国，
2015 年 11 月 4 日，纽约  

14. “Égalité souveraine des États, non intervention dans les affaires intérieures des 

États et droit des peuples à disposer d’eux-mêmes : des principes toujours 

respectés ?”, 在以下论坛的发言：the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Nations Unies, 

Paris, 23 October 2015, Soixante-dix ans après : où vont les Nations Unies ? 

15. 杜克大学法学院在日内瓦大学主办的关于“比较外交关系法”主题的会议，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日 

16.  « Les relations entre le droit d’asile et le droit de l’extradition » (avec C. Laly-

Chevalier), conférence à l’Office français de protection des réfugiés et des 

apatrides (OFPRA), Paris, 19 novembre 2014  

17. “Personal Data Priv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国际
法周发言(国际法协会美国分会、纽约市律师协会和若干法学院在纽约福特
汉姆大学联合组织)，2014 年 10 月 24 日，纽约 

18.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State Officials as considered by the ILC and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国际性法院
和法庭的法律与实践》和日内瓦大学组织、Brill 赞助的研讨会，2014 年 7 月
18 日，日内瓦 

19.  作为专家参加会议 “Fulfilling the Dictates of Public Conscience: Moving 

Forward with a Convention 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2014 年 5 月 16 日和
17 日，日内瓦，Villa Moynier(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 

20. “Admissibility v.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评论人), 纽约大学跨
国诉讼、仲裁和商法中心仲裁论坛，2014 年 3 月 24 日 

21. “ Rece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on Territorial Disputes”, 韩国国
家外交学院国际法中心举办的以下会议上的交流：World Peace, Prosperity 
and Justi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in Pursuit of Kore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 2013 年 12 月 5 日，首尔(韩国) 

22. « L’ordre public sous le prisme comparé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et du droit européen », 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 29 

janvi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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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La doctrine européenne en question », Débats du CEJEC (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autour d’un auteur et sur une lecture de sa doctrine du droit 

européen, 20 mai 2011 : débat avec E. Neframi (Université Paris XIII) sur le thème : 

« La Cour de justice et l’affirmation de l’Union européenn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 

24. « Le jus ad bellum », lecture at the French Collège interarmées de défense (ex-War 

School) (Paris) (June 2009; January 2011)  

25. « Le droit international face à la sécession », table ronde organisée par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le vendredi 8 mai 2009 au Palais de Justice de Bruxelles, dans 

le cadre du concours Rousseau (sous la présidence d’E. David et aux côtés d’O. 

Corten et de D. Turp) 

26. 主持人，the Agora on «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internationaux/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 Conférence biennale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 Bien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À quoi ser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 International Law : Do We Need It?, Paris, 20 

ma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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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罗德里戈·班达拉·加林多(George Rodrigo Bandeira Galindo) (巴西) 

简历 

教育 

• (2006 年)：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巴西 

• (2001 年)：巴西利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巴西 

• (1998 年)：伯南布哥联邦大学法学学士，巴西 

在巴西的专业经历 

• 联邦大律师局法律顾问(2002-2003 年) 

• 联邦最高法院法律办事员(2003-2007 年) 

• 巴西利亚大学法学院本科部主任(2007-2008 年) 

• 司法部大赦委员会顾问(2016-2017 年) 

学术著作 

• 文章广泛发表于国际期刊，例如：《温莎司法救济年鉴》、《美国国际法

学报，补编》、《中国国际法年刊》、《芬兰国际法年鉴》、Rechtsgeschichte、

Revist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墨尔本国际法学报》、《全球法学家专

题》和《欧洲国际法学报》。 

现任 

• 巴西外交部法律顾问 

•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委员 

• 巴西利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最相关的专业经历 

巴西外交部 

• 2016 年起：法律顾问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 

• 2019 年起：委员 

• 2019 年起：专题报告员：美洲大陆背景下的习惯国际法  

南共市劳工行政法院 

• 2016 年起：南共市劳工行政法院 

巴西外交学院(Rio Branco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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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 年)：国家的一般理论教授 

• 2017 年起：国际公法教授 

巴西利亚大学法学院 

 • 2007 年起：副教授 

 • (2007-2008 年)：本科部主任 

 • (2008-2009 年)：研究生部主任 

 • (2009-2012 年)：法学院副院长 

 • (2012-2016 年)：法学院院长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劳工行政法院 

 • (2016-2018 年)：法官 

 • (2017-2018 年)：院长 

巴西司法部 

 • (2016-2017 年)：大赦委员会顾问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 

 • (2003-2007 年)：法律办事员 

巴西联邦大律师局 

 • (2002-2003 年)：法律顾问 

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 

 • (2017 年)：客座教授 

学业记录 

 • (2014 年)：不来梅大学博士后研究，德国 

 • (2010 年)：赫尔辛基大学博士后研究，芬兰 

 • (2006 年)：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巴西 

 • (2001 年)：巴西利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巴西 

 • (1998 年)：伯南布哥联邦大学法学学士，巴西 

语文 

讲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也能阅读意大利文和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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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著作 

科学期刊论文 

• Hersch Lauterpacht: An Introduction. Panorama of Brazilian Law, v. 6, p. 

274-301, 2018. 

• Splitting TWAIL? Windsor Yearbook of Access to Justice, v. 33, p. 37, 2017. 

• On Form, Substance, and Equality Between States. AJIL Unbound, v. 111, p. 

75-80, 2017. 

• (与 César Yip 合作)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hird World: Do 

Not Step on the Gras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 16, p. 251-270, 

2017。 

• Para que serve a história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Revist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 v. 12, p. 338-354, 2015. 

• A paz (ainda) pela jurisdição compulsória?.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itica 

Internacional, v. 57, p. 82-98, 2014. 

• A volta do terceiro mundo ao direito internacional. Boletim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 v. 119-24, p. 46-68, 2013. 

• Constitutionalism Forever.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 21, p. 

137-170, 2012. 

• Force Field: On History an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Rechtsgeschichte 

• (Frankfurt), v. 20, p. 86-103, 2012. 

• Dialogando na multiplicação: uma aproximação. Revist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v. 9, p. 1-9, 2012. 

• Progress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 

11, p. 515- 529, 2010. 

• Das origens da noção de patrimônio comum da humanidade aplicada aos 

fundos marinhos. Notícia do Direito Brasileiro, v. 15, p. 19-59, 2009. 

• That Is a Step on Which I Must Fall Down? Brazilian Judiciary Reform As a 

Backslide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Brazil. 

Global Jurist Topics, v. 6, p. 1-23, 2006. 

• Martti Koskenniemi and the historiograph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Firenze, v. 16, n.3, p. 539-559, 2005. 

• A reforma do judiciário como retrocesso para a proteção internacional dos 

direitos humanos: um estudo sobre o novo § 3º do art. 5º da Constituição 

Federal. Cena Internacional (UnB), Brasília, v. 7, n.1, p. 3-22, 2005. 

• O Crime Compensa? Acerca da Viabilidade da Noção de Crimes 

Internacionais no Direito Internacional. Revista de Informação Legislativa, 

Brasília, v. 37, n.147, p. 201- 227, 2000. 

• A Filosofia Política e Jurídica em A Paz Perpétua de Kant. Notícia do Direito 

Brasileiro, Brasília, v. 7, n.7, p. 405-43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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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ê plural como o Universo!: A multiplicação dos Tribunais Internacionais e o 

problema dos regimes auto-suficientes no Direito Internacional. Revista de 

Direito Constitucional e Internacional, São Paulo, v. 8, n.33, p. 7-27, 2000. 

著作 

• Tratados Internacionais de Direitos Humanos e Constituição Brasileira. 1. ed. 

Belo Horizonte：Del Rey, 2002. v. 1. 464p. 

编辑著作 

•  Migrações, deslocamentos e direitos humanos. 1. ed. Brasília: IBDC; 

Grupo de Pesquisa C&DI, 2015. v. 1. 122p. 

• Fragmentação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Pontos e contrapontos. 1. ed. Belo 

Horizonte: Arraes Editores, 2015. v. 1. 176p. 

• Direitos Humanos e Democracia: Algumas Abordagens Críticas . 1. ed. 

Curitiba: CRV, 2013. v. 1. 244p. 

• (with René Fernando Urueña; Ainda Torres Pérez) Protección Multinivel 

de Derechos Humanos. Manual. 1. ed. Barcelona: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2013. v. 1. 472p. 

书籍章节、序言、推介、评论和翻译 

• Comentário ao artigo 4o., I.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154-157. 

• Comentário ao artigo 4o., IV.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163-166. 

• Comentário ao artigo 4o., V.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166-169. 

• Comentário ao artigo 4o., VI.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169-172. 

• Comentário ao artigo 4o., VII.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172-175. 

• Comentário ao artigo 5o., parágrafo 4o..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55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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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ntário ao artigo 84, VII.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1328-1331. 

• Comentário ao artigo 7o. do ADCT. In：J. J. Gomes Canotilho; Gilmar 

Ferreira Mendes; Ingo Wolfgang Sarlet; Lenio Luiz Streck; Léo Ferreira 

Leoncy. (Org.). Comentários à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2ed.São Paulo：Saraiva, 

2018, v. , p. 2302- 2304. 

• 与 Loussia Félix 合作)。 Pessoal Diplomático e Consular nos Estados Unidos 

em Teerã (Estados Unidos vs. Irã) (24 de maio de 1980). In：João Henrique 

Ribeiro Roriz; Alberto do Amaral Júnior. (Org.).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m 

Movimento：Jurisprudência Internacional Comentada：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ça e Supremo Tribunal Federal. 1ed.Brasília：IBDC, 2016, v. , p. 77-95. 

• As posições brasileiras na formação de um regime para os fundos marinhos：

de 1967 a 1982. In：Oliveria, Carina Costa de. (Org.). Meio Ambiente 

Marinho e Direito ： Exploração e Investigação na Zona Costeira, na 

Plataforma Continental e nos Fundos Marinhos. 1ed.Curitiba：Juruá, 2015, 

v. 1, p. 15-37. 

• (与 Guilherme Del Negro Barroso Freitas 合作)。 Lições modernas (e 

algumas não tanto) do tráfico atlântico de escravos. In：Galindo, George 

Rodrigo Bandeira. (Org.). Migrações, deslocamentos e direitos humanos. 

1ed.Brasília：IBDC; Grupo de Pesquisa C&DI, 2015, v. 1, p. 10-24. 

• Entre mantenimiento y cambio：un análisis de los primeros años de la 

Conven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sobre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 In：Beltrão, Jane Felipe; Brito Filho, Jose Claudio Monteiro de; Gómez, Itziar; 

Pajares, Emilio; Paredes, Felipe; Zúñiga, Yanira. (Org.). Derechos Humanos 

de los Grupos Vulnerables. Manual. 1ed.Barcelona：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2014, v. 1, p. 93-111. 

• Direitos das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o contexto universal. In：Beltrão, Jane 

Felipe; Brito Filho, Jose Claudio Monteiro de; Gómez, Itziar; Pajares, Emilio; 

Paredes, Felipe; Zúñiga, Yanira. (Org.). Derechos Humanos de los Grupos 

Vulnerables. Guía de prácticas. 1ed.Barcelona：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2014, v. 1, p. 49-59. 

• Legal Transplants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Thomas Duve. (Org.). 

Entanglements in Legal History：Conceptual Approaches. 1ed.Frankfurt am 

Main：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2014, v. , p. 129-148. 

• Para qué estudiar la histor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René Urueña. 

(Org.). Derecho internacional：Poder y límites del derecho en la sociedad 

global. 1ed.Bogotá ：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Facultad de Derecho, 

Ediciones Uniandes, 2014, v. , p. 3-25. 

• Quando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é humanizado：Algumas reflexões sobre a 

fragmentação do sistema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e seu impacto n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brasileiro. In：Galindo, George Rodrigo Bandeira.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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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itos Humanos e Democracia ： Algumas Abordagens Críticas. 

1ed.Curitiba：CRV, 2013, v. 1, p. 73-102. 

• El valor de la jurisprudencia de la Corte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In：Galindo, George Rodrigo Bandeira; Urueña, René; Torres 

Pérez, Aida. (Org.). Protección Multinivel de Derechos Humanos. Manual. 

1ed.Barcelona：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2013, v. 1, p. 255-273. 

• Revisiting monism’s ethical dimension. In：James Crawford; Sarah Nouwen. 

(Org.). Select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 Oxford：Hart Publishing, 2012, v. 3, p. 141-153. 

• The UNESCO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Nafziger, James; Scovazzi, Tullio. (Org.). Le patrimoine culturel 

de l’humanité /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nkind. Leiden：Martinus Nijhoff, 

2008, v. , p. 399-453. 

• La justicia constitucional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un análisis de la 

jurisprudencia reciente del Supremo Tribunal Federal del Brasil. In：Tribunal 

Constitucional de Bolivia. (Org.). Constitucionalismo y Democracia en 

Iberoamérica. Sucre：Tribunal Constitucional, 2008, v. 1, p. 213-222. 

• De guerra, normas e teses：sobre um concurso para a cátedr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o Recife. In：Continentino, 

Marcelo Casseb; Santos, Marcos André Couto; Gomes Pereira, André Melo. 

(Org.). Estudantes - Caderno Acadêmico - Edição Comemorativa. Recife：

Nossa Livraria, 2007, p. 353- 381. 

讲座、博士和硕士论文审查委员会和指导工作 

• 超过 50 场活动的发言嘉宾、讲座人或参加者；参加了 41 个硕士学位论

文审查委员会和 29 个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委员会。指导了 18 名硕士生和

9 名博士生。 

同行审议 

• 经常对提交剑桥大学出版社和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 í tica 

Internacional、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第三世界季

刊》、《莱顿国际法学报》和《印度国际法学报》等国际期刊的图书提案

进行同行审议。 

协会 

 • 巴西国际法学会会员和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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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夏·加尔旺·特莱斯(Patricia Galvão Teles) (葡萄牙) 

个人资料 

1970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 

葡萄牙语(母语)。通晓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对意大利语的理解力很好。 

学位 

2002 年 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博士，论文题目“东

帝汶和国际法：对有关国际法律秩序如何处理破坏国际法律秩序

的侵犯行为的研究的贡献” 

1995 年 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硕士，论文题目“国

际法中的普遍义务” 

1993 年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法学系法学学位 

专业经历和职务 

2022-2017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21 年 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兼起草委员会主席 

2019 年起 国际法委员会“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问题研究组共同主席 

2018 年 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兼总报告员、长期工作方

案“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共同执笔人 

2016 年起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2015 年起 葡萄牙外交部法律司国际法事务高级法律顾问 

2015-2008 年 葡萄牙常驻布鲁塞尔欧洲联盟代表团法律顾问负责： 

法律和机构问题，特别是与执行《里斯本条约》有关的问题；针

对葡萄牙共和国的侵权诉讼；关于欧洲法院、基本权利、人权、

联合国、国际公法、国际刑事法院、海洋法、数据保护和工业产

权(专利和商标)的各工作组 

2008-2001 年 葡萄牙外交部法律司国际法法律顾问 

 在法律司担任国际法律事务协调员。负责起草葡萄牙在国际法律

会议上的立场(2008-2004 年) 

葡萄牙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法律事务)的代表团成员

(2007-2002 年)，包括国际法周和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在内。负

责起草葡萄牙对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的评论意见 



 A/76/62 

 

109/342 21-01250 

 

 葡萄牙参加公法顾委/欧洲委员会国际法工作组的代表团成员

(2008-2004 年) 

 葡萄牙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普林斯顿进程会议和侵略

罪工作组的代表团成员(2008-2006 年) 

葡萄牙参加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和国际公法工作

小组国际刑事法院分组的代表团成员(2008-2003 年) 

 负责各种事项的法律意见：国际法、欧盟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外交代表、国家、国际组织和欧盟机构的特权和豁免；海洋法；

人权；国际人道法；国籍；条约法；条约的暂时适用等 

 谈判和起草国际公约(多边和双边，如《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

豁免公约》、与葡萄牙国的《总部协定》)，在葡萄牙国内准备若

干公约(如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批准程序 

 参加解决涉及葡萄牙国在欧洲和国际机构内争端的谈判和调解

(如欧洲海事安全局与葡萄牙共和国之间争端的专家调解) 

2007 年 在葡萄牙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期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

公法工作小组国际刑事法院分组主席和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副主

席。葡萄牙外交部法律司协调员，负责处理与葡萄牙担任欧盟轮

值主席相关的事项 

2004 年 国际法院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葡萄牙)一案葡

萄牙代表团成员 

2002-1999 年 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葡萄牙代表团成员，包括在葡萄牙2000 

年担任欧洲联盟主席期间  

1999 年 在 1999 年 5 月葡萄牙与印度尼西亚订立《纽约协定》之后，葡

萄牙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东帝汶全民协商选举观察团成员 

1997-1995 年 国防部长法律顾问  

1995 年 在国际法院关于东帝汶一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的口头听证期

间担任葡萄牙代表团的助理 

学术和研究经历  

现任职务 里斯本自治大学国际法副教授(2002 年起)。目前教授“国际公法”

本科课程以及“国际法趋势”和“国际法中的正义战争”硕士课程 

2024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冬季班——特别课程讲师(法语) 

2020 年起 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国际法中心国际法

电子学院和国际法中心国际公法项目联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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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起 里斯本大学法学系公法研究中心客座首席研究员(研究项目题为

“为海平面上升做准备：应对气候变化、调整陆地和海洋领土以

及寻找应对冲突的机制”) 

2020 年起 里斯本卡托利卡法学系“跨国法律课程”客座教授，教授题为“我

联合国人民：作为全球法律论坛的联合国”的模块 

2020 年起 里斯本大学学院客座教授，教授“人道主义行动”研究生课程“人

道主义行动的法律层面”模块 

2020 年 第十六期冬季国际法课程讲师(巴西国际法中心) 

2020 年 2 月 

至 5 月 

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瑞士)高级访问研究员 

2019 年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专业讲师(哥伦比亚波哥大罗萨里奥大学) 

2018 年起 为非洲(亚的斯亚贝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智利圣地亚哥)、亚洲

和太平洋(曼谷)举办的联合国国际法区域课程以及国际法研究

金方案(海牙)讲师。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讲师 

2017 年起 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讨论会讲师 

2017 年起 《葡萄牙国际法年鉴》共同编辑。“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案例法”

章节编辑 

2016-2015 年 里斯本新大学法学系国际法客座教授。教授“国际人道法”研究

生课程和“国际刑法”本科课程 

2013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暑期课程英语班学习主任。与詹姆

斯·克劳福德教授(剑桥大学)、伊夫·都德教授(学院秘书长、巴

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和萨曼莎·贝松(弗里堡大学)一起担任文凭

评审团成员 

2009 年起 里斯本自治大学对外关系研究中心(Observare)研究员和科学理

事会成员。葡萄牙国家研究委员会注册研究员 

 关于国际关系的在线杂志 Janus.Net 的编委会成员和评审员 

 共同负责“ReAC——气候变化对策”研究项目(正在进行) 

 共同负责“国际刑事司法”研究项目(已完成) 

 参与其他两个国际研究项目：“经济空间、安全空间”(有关“二

十一世纪的主权”专题)和“非洲区域的机构安全”(有关“非洲

联盟、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保护责任”专题) 

2008-2002 年 里斯本自治大学“新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研究”硕士班教授

(教授“国际法中的正义战争”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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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斯本自治大学法律和国际关系本科学位教授(教授“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法律导论”,“人权和国际人道法”) 

 里斯本自治大学对外关系观察站理事会成员兼研究项目“葡萄牙

外交政策的顶点”共同协调人 

 里斯本自治大学举办的“进入外交界预备课程”法律领域协调人，

教授“国际公法” 

 里斯本大学学院“法学新前沿”硕士班教授(教授“全球化和国际法”) 

 “葡萄牙空军军官晋升课程”和“高等军事研究所联合少校参谋

课程”教授(教授“国际法和使用武力”和“人权和国际人道法”) 

 里斯本大学学院“社会服务”硕士班教授(教授“人权和社会服务”) 

2006 年起 里斯本自治大学、里斯本大学学院和波尔图天主教大学法学系硕士

和博士论文导师和评审员。司法研究中心法官培训课程竞赛裁判 

1997 年起 经常在葡萄牙内外包括联合国、国际法协会、美国国际法学会、

葡萄牙国际法学会、葡萄牙外交学院、国防研究所、军事院校、

若干所葡萄牙大学和外国大学、国民议会、司法部、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和各国红十字会、民防局、古尔本基安基金会等的会议、

课程和专题讨论小组上演讲 

 上述会议、课程和专题讨论小组大多涉及以下主题：国际法、联

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院、争端解决、国际组织法、外交

和领事法、海洋法、人权和基本权利、国际人道法、东帝汶、国

际法的制定、使用武力、全球化和国际法、条约法、国家责任和

欧洲联盟问题等 

1997-1996 年 里斯本自治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法教授 

其他相关科学、学术和培训经历及活动 

2022 年 国际法协会第 80 届双年度会议组织委员会成员，葡萄牙里斯本  

2020 年起 《秘鲁国际法学报》科学委员会成员 

2020 年起 《伊比利亚美洲国际人道法年鉴》科学委员会成员 

2019 年 国际法协会在葡萄牙布拉加举办的有关“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

例法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专题的区域会议组织者 

2019 年 首届伊比利亚美洲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大赛决赛评委员主席 

2019 年 杰塞普欧洲友谊赛决赛评委会主席 

2017 年起 葡萄牙外交部年度国际法会议组织者 

2015-2014 年 J. GRIGNON(编),“Hommage à Jean Pictet”/“Tribute to Jean Pictet”

一书的科学委员会成员，Éditions Yvon Blais/Schulthess，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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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美洲人权体系巴西竞赛书面诉状评委 

2012 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萨拉热窝举

办的区域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评委 

2012-2011 年 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讲授欧盟培训

新加盟国家的文书，讲解《里斯本条约》后欧洲联盟新的体制结构 

2002 年起 让·皮克特大赛(国际人道法培训和模拟)委员会成员。组织会议、

挑选团队、审定英语和法语赛场的模拟案例和陪审团，包括总决

赛评委 

1998 年 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法委员会研讨会 

1995 年 协助国际法研究所组织里斯本会议 

1995/1993 年 参加海牙国际法学院的国际公法会议 

现有成员资格和所属关系 

葡萄牙国际法学会成员。现任副会长 

国际法协会成员。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与海平面上升”委员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成员 

学术研究金 

葡萄牙政府 Praxis XXI 方案 

古尔班基安基金会(葡萄牙) 

东方基金会(葡萄牙) 

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瑞士) 

咨询经历 

2004 年 为 PLMJ (António Maria Pereira, Sáragga Leal, Oliveira Martins, 

Júdice& Associados)律师事务所提供咨询 

2002-1999 年 为 Miguel Galvão Teles, João Soares da Silva & Associados 律师事

务所提供咨询 

1999 年 为儿基会提供咨询 

1999-1997 年 为葡萄牙红十字会提供咨询 

1995 年 为 Frère Cholmeley 律师事务所提供咨询 

1994 年 为欧洲联盟委员会提供咨询，前往赞比亚和马拉维对东部和南部非

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优惠贸易区条约译文作法律修订 

1994 年 欧洲联盟委员会法律文本的自由职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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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 A Commentary (合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即将出版) 

➢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ase-law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合编), Brill, 2021 (即将出版) 

➢ “Peremptory Norm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jus cogens) and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Dire Tladi (ed.), 
Peremptory Norm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Jus Cogens) Come of Age, 
Brill, 2021 (即将出版)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affected by sea-
level rise: drawing the contours of the duties of non-affected States” (合著),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Law 2020 (即将出版) 

➢ “The Added Valu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and Its Future Role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Björnstjern Baade et al. (eds) Cynical 
International Law? Springer, 2020  

➢ “Jus cogens: o contributo da Comissã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Jus cogen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Estudos em 
Homenagem ao Professor Wladimir Brito, Almedina, 2020  

➢ Convenção de Viena sobre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Comentada (A commentary 
to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coordinator), Instituto 
Diplomático/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020 

➢ “Sea-Level Rise in rela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 A new topic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Chantal Ribeiro, M. et al, Global 
Challeng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Springer, 2020 

➢ “Direitos Humanos e Alterações Climáticas” (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Anuário do Instituto Hispano-Luso Americano 24 (2019)  

➢ “The ILC’s past practice on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Law of the Sea, 
Law of Treaties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Florid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3/6 (2019) 1029-1042 

➢ “Os Direitos Humanos 70 Anos depois da Declaração Universal: Novos 
Desafios para o Século XXI” (Human Rights 70 years aft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New Challenges for the XXIst Century), Revista do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Direitos Humanos 19 (2019)  

➢ “Obligations and Rights Erga Omnes in the case-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8  

➢ “Direitos Humanos – Uma visão geral da proteção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desde 1948” (Human Rights – A global 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protection since 1948), Negócios Estrangeiros 19 (2018) 

➢ “Direitos Humanos 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 C. Patrão Neves e Nuno Severiano Teixeira, 
Ética Aplicada na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Edições 70, 2018 

➢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with 
regard to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M. L. Duarte et al,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 o Uso da Força no Século XXI, AAFD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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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istema de Protecção dos Direitos Humanos da Nações Unidas”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A. H. Marques et al, 

Portugal e os Direitos Humanos nas Nações Unidas, Instituto Diplomático, 2017 

➢ “Timor e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ast Timor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ributo a Miguel Galvão Teles por ocasião dos 15 anos da independência de 
Timor-Leste, IMGT, 2017 

➢ “69ª Sessão da Comissã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7)” (69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uári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7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2017)  

➢ “Comitologia” (Comitology), in A. P. Brandão et al (Coord), Enciclopédia 
da União Europeia, Petrony, 2017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 A dialogue between two cultures, Observare, 

UAL, 2017 (合编) 

➢ “As respostas europeias aos atentados de Paris e Bruxelas” (The European 
responses to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Paris and Brussels), Janus 2017  

➢ “As respostas da Europa à crise dos refugiados” (The European resposes to 
the refugee crises), Janus 2017  

➢ “A soberania no Século XXI” (Sovereignt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in 

L. Moita et al., Espaços Económicos e Espaços de Segurança, Observare, 

UAL, 2017, 89-111 

➢ “O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 Desafios Atuai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Current Challenge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54 (2017) 27-43 (合著) 

➢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 Legal issues 

concerning Humanitarian Acces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Anuári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6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2016)  

➢ “O contributo das Nações Unidas e da Comissão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para a formação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breve balanço por ocasião do 70º 

aniversário da Organização das Nações Unida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rief overview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Themis 30/31 (2016) 125-136 

➢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in the present 

quinquennium (2012-2016) and possible future topics: How to remain 

relevant in the 21st century”, Anuári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4-2015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2014-2015)  

➢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A “containment strategy” for turning the ILC Draft 

Articles into a Convention”, Anuári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4-2015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2014-2015)  

➢ “A Responsabilidade Internacional do Estado por Factos Ilícitos: o longo 

caminho para uma Convenção?”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The long road for a Convention?), in Questões de 
Responsabilidade Internacional – Atas da Conferência na Universidade do 
Minho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at Minh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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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urança Ambiental e Ordem Internacional -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m 
constante tensão e inovação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 International Law in constant tension and innovation)”, 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IV Portuguese-Spanish Encounte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s, Seville, June 2014, in P. A. Fernández 
Sánchez et al, Seguridad medioambiental y orden internacional: IV Encuentro 
Luso-Español de Profesor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telier, Barcelona (2015) 17-39  

➢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combating 
impunity: an assessment 15 years after the Rome Conference”, Janus.Net 5/2 
(2014-2015) 

➢ “As sanções e as relações entre as ordens jurídicas internacional e europeia 
(San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egal Orders)”, Boletim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LXXXVIII-II (2012) 881-898 

➢ “As relações entre a ordem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e a ordem jurídica 
europeia/comunitária: o caso das sanções/medidas restritiv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Community Legal 
Orders: the case of Sanctions/Restrictive Measures), in Estudos em 
Homenagem a Miguel Galvão Teles – Vol. I, Almedina, Coimbra, 2012 

➢ “Comentário ao Artigo 24º do Tratado de Funcionamento da União Europeia 
(Iniciativa de Cidadania)” (Commentary to Article 24º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 Citizens Initiative), in M. Lopes Porto e G. 
Anastácio, Tratado de Lisboa – Anotado e Comentado, Almedina, Coimbra, 2012 

➢ “A Aliança das Civilizações: a sua criação” (The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its creation), Janus 2009  

➢ “Globalização e novas fronteiras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M. E. Gonçalves and P. Guibentif, 
Novos Territórios do Direito – Europeização, Globalização e Transformação 
da Regulação Jurídica, Principia, Estoril (2008) 99-114 

➢ “O fim do projeto constitucional e a pausa para reflexão”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project and the pause for reflection) and 
“Multinacionais e Direitos Humanos” (Multinationals and Human Rights) 
(合著), Janus 2008  

➢ Política Externa Europeia? Consequências para Portugal (European External 
Policy? Consequences for Portugal), Ediual, Lisboa, 2007 (合著) 

➢ “O que mudou no direito internacional (1997-2007)” (What has changed in 
International Law), Janus 2007  

➢ “A PESC nos Tratados: Antecedentes e Evolução” (The CFSP in the Treatie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s instrumentos e Atores da PESC” (The 
instruments and actors of CFSP), “A PESC nos debates da Convenção 
Europeia” (The CFSP in the debate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 que 
prevê a Constituição Europeia sobre a PESC” (What does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contain about CFSP), Janus 2006  

➢ “Alice no País das Maravilhas ou breve história de um processo no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 Justiça: Sérvia e Montenegro c. Portugal e outros Membros 
da NATO sobre a Legalidade do Uso da Força (Alice in Wonderland or a 
brief history of a procee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erbia 
and Montenegro v. Portugal and other NATO members on the Legality of the 
Use of Force)”, Revista “Negócios Estrangeiros”, 8 (2005) 31-40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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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enção humanitária e legítima defesa preventiva: as novas guerras 
justa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ve self-defense: the new 
just wars?), Janus 2005  

➢ “Portugal e o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 Justiça” (Portug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ortugal e a Resolução Pacífica de Conflitos” 
(Portugal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nd “Portugal e os Direitos 
Humanos” (Portugal and Human Rights) (合著), Janus 2004  

➢ “A ordem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em transição? Multilateralismo vs. 
unilateralismo e a intervenção militar no Iraque”,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transition: multilateralism vs. unilateralism and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Iraq) in A. Menezes Cordeiro et al (eds.), Estudos em 
Homenagem ao Professor Doutor Inocêncio Galvão Telles, Vol. IV, 
Almedina, Coimbra, 2003  

➢ “A ONU e o combate ao Terrorism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Terrorismo e Direitos Humanos”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A intervenção estrangeira no Afeganistão e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e “As Nações Unidas e a Questão Palestinia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Janus 2003  

➢ “Tratados internacionais e política externa (1996-2001)”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Foreign Policy (1996-2001) (合著) e “Timor-Leste e Direitos 
Humanos” (East Timor and Human Rights) (合著), Janus 2002  

➢ “Autodeterminação em Timor-Leste: Dos Acordos de Nova Iorque à 
consulta popular de 30 de Agosto de 1999 (Self-Determination in East Timor: 
From the New York Agreements to the Popular Consultation of 30 August 
1999)”, Documentação e Direito Comparado - Boletim do Ministério da 
Justiça 79/80 (1999) 381-454 

➢ “De Nuremberga a Roma: a repressão internacional dos crimes de guerra e 
dos crimes contra a humanidade” (From Nuremberg to Rome: the 
international repression of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合著) 
e “A Reforma das Nações Unidas” (The United Nations Reform) (合著), 
Janus 1999-2000  

➢ “Portugal: Política de Defesa e Política Externa” (Portugal: Defence Policy 
and External Policy) (合著 ) e “Portugal e o controlo e a redução do 
armamento” (Portugal and arms control and reduction) (合著), Janus 1998 
(Special Supplement on the Armed Forces) 

➢ “Tratados internacionais e política externa (1986-1996)”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External Policy 1986-1996) (合著) e “Controlo internacional do 
respeito pelos Direitos Humanos em Portugal”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Portugal) (合著), Janus 1998  

➢ I. Brownlie, Princípios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Lisboa, 1998 (合
译) 

➢ “O estatuto jurídico de Timor-Leste: um case study sobre as relações entre 
os conceitos de autodeterminação e soberania (The legal status of East Timor: 
a cas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eignty)”,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15/16 (1997) 193-248.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eaty and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 O Direito 
129 (1997) 269-311  

➢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Revista Jurídica da 
Associação Académica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e Lisboa 20 (1996) 7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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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bo, Pólis and Luso-Brasileira 百科全书中关于日内瓦四公约、日内瓦会

议、战争、联合国、东帝汶、人权、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国家豁免法院、

常设仲裁法院、北约、非政府组织和欧洲议会等多个条目的作者 

奖项 

因共同翻译 I. Brownlie, Princípios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Lisboa, 1998 一书而获拉

丁语联盟/科学技术基金会翻译奖荣誉提名 

因“O estatuto jurídico de Timor-Leste：um case study sobre as relações entre os 

conceitos de autodeterminação e soberania (《东帝汶的法律地位：有关自决权与主

权概念之间关系的案例研究》)”，Política Internacional 15/16 (1997) 193-248 获葡

萄牙外交官协会阿里斯蒂德·索萨·门德斯奖荣誉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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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迪奥·格罗斯曼·吉洛夫(Claudio Grossman Guiloff) (智利) 

  学术/行政经历 

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 

o 法学教授，国际人道法 R. Geraldson 学者(1983 年至今) 

o 荣休院长(2016 年 7 月至今) 

o 院长(1995-2016 年) 

荷兰特文特理工大学 

o 法律系教师(1980-1983 年)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院 

o 欧盟研究中心国际法研究所教师(1974-1980 年) 

智利圣地亚哥智利大学 

o 国际问题研究所教师(1972-1973 年) 

国际经历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o 当选 2019 年第七十一届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 

o 2016 年 11 月 3 日当选成员(任期五年) 

• 2019 年 9 月当选国际法研究所成员 

• 美洲人权研究所 

o 所长(2014-2018 年)；后再次当选，任期至 2022 年 

o 理事会成员(2011-2014 年) 

•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2003-2015 年)、主席(2008-2015 年) 

• 国际法学院协会理事会成员(2008-2012 年) 

• 国际刑警组织档案管理委员会成员(2005-2011 年) 

•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成员(1994-2001 年)、主席(1996-1997 年；

2001 年)、妇女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1994-2000 年)。代表委员会参加了

对海地、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巴拉圭、巴拿马、洪都拉斯、秘

鲁、委内瑞拉、苏里南、墨西哥、加拿大、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

和智利的访问。以专员身份参与了巴拉圭、危地马拉、墨西哥和洪都拉

斯的友好解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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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乌拉圭举行的第一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消费者保

护会议报告员(1987 年) 

• 担任以下项目顾问： 

• 世界银行——为哥伦比亚行政系统编写报告(1986 年) 

• 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与Thomas Buergenthal教

授共同为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犯罪待遇研究所编写了一份关于中

美洲国家司法的报告(1986 年) 

• 联合国麻醉药品司——协助葡萄牙政府起草了一项关于麻醉药品

的全面立法。根据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人权和比较法的国际

条约中具体规定的国家责任，检验了该国情况(1978 年) 

• 海牙国际法院出入太平洋的协谈义务(玻利维亚诉智利)一案智利代理人、

律师和辩护律师(2016-2018 年)、联合代理人(2013-2016 年) 

• 海牙国际法院协谈义务(秘鲁诉智利)一案律师和辩护律师(2009-2013 年) 

  其他成员资格包括： 

• 智利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出版物 Revista Tribuna Internacional 编辑委员

会成员(2013 年至今) 

• 美洲大学联盟(由西半球约 400 所学院和大学组成的组织) 

o 理事会成员(2007 年 11 月-2011 年) 

o 主席(2003 年 11 月-2007 年) 

• 墨西哥杂志 Ibero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编辑委员会成员(200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 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社会科学基金会理事会成员(2002-2007 年) 

  奖项、讲座、荣誉和奖学金 

• 在世界各地众多学术中心发表演讲和开讲座。近期实例包括： 

o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题为“落实和遵守美洲保护和促进人权体系

建议与决定的经验”的第三届美洲人权系统论坛专题讨论小组成

员(基多，2019 年) 

o 国际法协会题为“国际法院和法庭判例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的

区域会议第 4 场会议(“国际法院近期判例及其对国际法的意义”)

专题讨论小组成员(葡萄牙布拉加，2019 年 9 月 20 日) 

o 西南法学院“阿根廷犹太人互助会爆炸事件 25 年后：正义与有

罪不罚”活动主旨发言者(2019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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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参加哈佛法学院哈佛人权方案“国际法委员会危害人类罪条款

草案”讲习班(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12 日) 

o 智利国际法学会主旨发言者(2019 年 1 月 4 日) 

o 在智利大学法学院作题为“国际法院出入太平洋的协谈义务

(玻利维亚诉智利)案”讲座(2018 年 12 月 13 日) 

o 担任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成立七十周年专题讨论小组成员，

参加讨论的有美洲组织前秘书长 Luigi Einaudi、美洲组织前秘

书长 Miguel Insulza、西印度群岛大学(牙买加)教授 Liza Ann 

Vasciannie，出席讨论会的有外交官、学者、国际公务员和公众

(2018 年 11 月 30 日) 

o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七十周年庆典研讨会专题讨论小组成员，研

讨会主题为“国际法委员会对过去与未来 70 年国际法发展的

作用和贡献：编纂、逐渐发展，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格罗斯

曼教授在题为“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过往实践

及其在国际法专门领域的编纂工作”的专题讨论小组三上发言

(2018 年 10 月 27 日) 

o 由智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共同主

办、题为“因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行为向个人赔偿”的国

际法周会外活动专题讨论小组成员(纽约，2018 年 10 月 23 日) 

o 美洲国家组织法律事务秘书处国际法司和美洲法律委员会“国

际法第四十五期课程”讲师(巴西里约热内卢，2018 年 8 月 6 日

至 24 日) 

o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题为“智利与玻利维亚在国际

法院的交锋”的讲座(马萨诸塞州剑桥市，2018 年 4 月 9 日) 

o 在第三十五期人权跨学科课程(“透明的机构管理和反腐败斗

争——人权办法”)发表题为“言论自由国际标准：拉丁美洲司

法工作者基本指南”的演讲(哥斯达黎加圣何塞，2017 年 8 月

23 日) 

o 在联合国国际法研讨会发表题为“西半球的表达自由”的演讲

(瑞士日内瓦，2017 年 8 月 5 日) 

o 在欧洲大学间人权和民主化中心发表演讲(意大利威尼斯，2017

年 3 月 28 日) 

o 在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发表题为“美洲人权体系：未来的挑战”

的演讲(2016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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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中国-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第二期培训

班发表题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中国北京，2016

年 9 月 12 日) 

o 在智利大学法学院作了题为“国际法中的谈判义务”的讲座

(智利圣地亚哥，2016 年 8 月 29 日) 

• 获 Ayuda 组织 2019 年影响力奖(2019 年 5 月) 

• 获瓦尔帕莱索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推动和发展国际法方

面的贡献(2019 年 4 月) 

• 在阿根廷司法机构举办的诉讼会议上，荣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荣誉勋

章”，此勋章表彰“在文化、科学、政治、体育方面有杰出成就或为人

类提供了相关服务、应获得普遍认可的外国访客”(2016 年 11 月 8 日) 

• 2012、2013、2014、2015 和 2016 年获全国法学家协会评为法律教育领

域最具影响力的 25 人之一 

• 获北美-智利商会授予智利年度学者奖，以表彰其在西半球追求正义和

人类尊严过程中在学术界的非凡职业生涯(2013 年 9 月 18 日) 

• 在拉美西语国家律师基金会 2012 年年度颁奖晚宴上获颁终身领袖奖

(2012 年 8 月 20 日) 

• 获颁秘鲁圣马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在捍卫人权方面的杰出学

术和专业成就(2012 年 3 月 14 日) 

• 因代表公益和公共利益项目所做的工作，荣获美国法学院协会公益和公

共服务机会部颁发的 Deborah L.Rhode 奖(2012 年 1 月 6 日) 

• 因学术贡献和在国际上捍卫人权和自由的工作，获得哥伦比亚波哥大塞

尔吉奥·阿沃莱达大学颁发的 Rodrigo Noguera Laborde 奖(2011 年 6 月

14 日) 

• 获哥伦比亚波哥大塞尔吉奥·阿沃莱达大学授予“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称号(2011 年 6 月 14 日) 

• 获哥伦比亚政府授予“正义勋章”，以表彰他的职业成就(2011 年 3 月) 

• 获荷兰政府授予奥兰治·拿骚“司令”级勋章(2009 年 5 月) 

• 获得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颁发的西蒙·玻利瓦尔奖，以表彰他一生在

促进人权方面的成就(2007 年 11 月) 

• 获得美洲律师协会理事会华盛顿特区分会颁发的 Charles Norberg 国际

年度律师奖(2007 年 9 月 21 日) 

• 危地马拉政府授予 Antonio Jose Irisarri“斗士”级勋章，以表彰其对人

权的贡献(20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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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任命为秘鲁利马圣马丁大学名誉教授，以表彰他对国际法和人权领域

研究与教学的伟大奉献与杰出贡献(2005 年 8 月) 

• 因致力于国际法、人权和教育而获得费尔利·迪金森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学位(2005 年 5 月 19 日) 

• 秘鲁最高法院表彰其对国际法和人权的贡献(2005 年 1 月) 

• 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第二届全国有色人种法律奖学金会议杰

出领袖奖(2004 年 11 月) 

• 获得哥伦比亚特区西语拉美裔律师协会颁发的 Ricardo M. Urbina 法官

终身成就奖(2003 年 11 月 12 日) 

• 获美洲报业协会授予 Chapultepec 保障和维护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大奖

(2001 年 11 月) 

• 获富尔布赖特项目资助在美国开展研究和教学(1982-1983 年) 

• 获智利大学法学院最佳学生奖(1970 年) 

• 获美国国际生活实验组织奖学金(1965 年 1 月至 3 月) 

  著作、合著和其他对集体作品的贡献包括： 

• “Some Remarks on the Obligation to Negotiat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ASIL (待于 2020 年出版)。 

•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Law”, 70th Anniversary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wing a Balance for the Future (Brill，待于 2020 年出版)。 

• Chapter – “Promot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Treatie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System”, in book – Advocat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Exploring the Choi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International Law, Editors Daniel D. Bradlow and David Hunter (Brill, 2019) 

• Editor, El Fallo de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en el caso “Obligación de 

Negociar acceso al Océano Pacífico” (Bolivia v. Chile), 1 de octubre de 2018: “La 

estrategia jurídica de Chile” and “Discursos del Agente Grossman ante la CIJ” 

(Gobierno de Chile: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Sept. 2019) 

• “The Legal Regime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Inter-

American System”, 45 Curs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307, OEA/Ser.Q/V.C-45 

(2018) 

• “International Law & Reparations: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与 Agustina del 

Campo 和 Mina A. Trudeau 合著, Clarity Press (2018) 

• “Implementing Human Rights in Closed Environments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Human Rights in Closed Environments, 31 LAW IN 

CONTEXT 125 (The Federation Press (2014) 

•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 (1948)”, print edition 

of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at 336 

(2012) (曾在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的网

络版中发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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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ppearances”, print edition of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I at 146 (2012) (曾在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的网络版中发表 (2008)) 

•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IACommHR)”, print edition of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V at 251 

(2012) (曾在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的网

络版中发表 (2008)) 

• “Mayagna (Sumo) Awas Tingni Community v. Nicaragua Case”, print edition of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VII at 32 

(2012) (曾在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的网

络版中发表 (2008)) 

• Nuevos Paradigmas y Fuentes en la Formación Jurídica, en LA CRISIS DE LAS 

FUENTES DEL DERECHO EN LA GLOBALIZACIÓN 95-116 (Biblioteca Jurídica 

Diké Ltda. 2011) 

• “Legal Education Reform”, 32 HARVARD INT'L R. 4 (Fall 2010) 

• “Raising the Bar: US Legal Educ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Setting”, 32 HARVARD 

INT'L R. 16-18 (Fall 2010) 

• Prologo/Prologue to PROTECCION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Y ESTADO DE DERECHO (Joaquín González Ibáñez ed., 2009) 

• “The Normative Value of the Istanbul Protocol” in Shedding Light on a Dark 

Practice: Using the Istanbul Protocol to Document Torture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2009)  

• Building the World Community Through Legal Education, in 2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W AND LEGAL EDUCATION 21 

(2008) (为 Ius Gentiu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Justice 丛书第

14 卷) 

• “The Velásquez Rodríguez Ca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Law Stories (Foundation Press 2007) 

• “Building a Stronger Future”, in Inside the Minds' Law School Leadership Strategies: 

Top Deans on Benchmarking Success, Incorporating Feedback from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Building the Endowment (2007) 

• Foreword to “Guide to the Rules of Practice and Procedure for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Armed Forces” (12th ed. 2006), written by Eugene Fidell and issu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ilitary Justice 

• Latin 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PROCEEDINGS OF 

THE 94th ANNUAL MEETING-INTERNATIONAL LAW IN FERMENT: A 

NEW VISION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45 (ASIL, April 2000) 

• El Chile Bicentenario y Los Desafíos de la Globalization Jurídica, in CHILE 

DEL BICENTENARIO: DESAFÍOS FUTUROS (Ricardo Israel Zipper ed., 

Editorial Don Bosco, S.A. 2000) 

•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AMERICA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1998) (以美洲人权委员会妇女权利特别报告员身份发表) 

•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Democracy, in 

BEYOND SOVEREIGNTY: COLLECTIVELY DEFENDING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Tom Farer ed., 1996) (合著，Domingo Acev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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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AL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MANUAL]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éxico 1994), (合著，

Professors Thomas Buergenthal, Héctor Gros Espiell, Harold G. Maier) 

• El Régimen Hemisférico Sobre Situaciones de Emergencia, in 1 ESTUDIOS 

BÁSICOS DE DERECHOS HUMANOS [The Hemispheric System on 

Emergency Situations, in 1 BASIC STUDIES IN HUMAN RIGHTS] 155-170 

(Instituto Inter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 1994) (重印) 

•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el Valor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en el Derecho Interno, in NUEVOS ENFOQUES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ome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Private Law, in NEW FOCUS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 l992) 

• MANUAL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INTERNATIONAL 

MANUAL OF HUMAN RIGHTS] (Editorial Jurídica Venezolana l990) (合著, 

Thomas Buergenthal & Pedro Nikken 教授) 

• States of Emergency: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RIGHTS: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BROAD (L. Henkin & A. Rosenthal 

e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ituaciones de Emergencia en el Hemisferio Occidental: Propuestas para 

Fortalecer la Protecc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in 1 DERECHO 

CONSTITUCIONAL COMPARADO MÉXICO-ESTADOS UNIDOS 

[Emergency Situations in the Occidental Hemisphere: Proposals for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1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mes 

Frank Smith, ed.,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1990) 

• Supervis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SUPERVISORY 

MECHANISM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 

van Dijk, ed., Boston: Kluwer 1984) 

• The OAS; The Andean Pact;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NNOTATED 

BASIC DOCUMENTS AND DESCRIPTIVE DIRECT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 Het Inter-Amerikaanse Systeem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SELA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De Inter-Amerikaanse Ontwikkelingsbank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n VOLKENRECHTELIJKE ASPECTEN 

VAN ANTILLIANSE ONAFHANKELIJKHEID [INTERNATIONAL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INDEPENDENT ANTILLES]; (Tjeenk Willink 

1981) (合著，P. van Dijk) 

• Het Beginsel van Non-Interventie in de Organizatie van Amerikaanse Staten 

(1980)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Snelle Uitgevery 

Enschede) (若需文稿，作者可供) 

  论文和其他期刊文稿 

• “Rehabilitation in Article 14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51 THE INT'L LAWYER 1 

(2018) (与 Nora Sveaass 和 Felice Gaer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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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 desafíos d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of Human Rights) in Hemiciclo: Revista de Estudios 

Parlamentarios (Academia Parlamentaria de la Cámara de Diputados de Chile 2012) 

• “Challenge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Within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A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34(2) HUM. RTS. Q. 361 (May 2012) 

• “The Human Element: The Impact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42 U. Miami Inter-Am. L. Rev. 261-64 (2011) (commenting on 

Prof. Stephen Powell's paper, “Managing the rule of law in the Americas: an 

empirical portrait of the effects of 15 years of WTO, MERCOSUR, and NAFTA 

dispute resolution on civil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presented at the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Law. Miami, FL, Feb. 26, 

2011 

• The Role of a Law School Dean: Balancing a Variety of Roles and Interest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Experience, 29 Penn. St. Int’l 

L. Rev. 113, 113-119 (2010) 

•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Inter-American and European 

Human Rights Journal, Vol. 2, No. 1-2, pp. 49-65 (2009) 

• Techniques Available to Incorporate Transnational Components into Traditional Law 

School Courses;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 Training; Dual J.D. 

Semester Abroad Programs and Other Cooperative Agreements, 23 PENN. ST. 

INT’L L. REV. 743, 743 (2005) 

• Suing the Sovereign from th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35 GEO. WASH. INT'L 

L. REV. 653 (2003) 

• “The Case of Awas Tingni v. Nicaragua: A New Step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digenous Peoples”, 19 ARIZ.J. INT’L & COMP. L. 1 (2002) (合著, S. James 

Anaya) 

• Building the World Community: Challenges for Legal Education, 18 DICK. J. 

INT'L L. 441 (2000) 

• Reflections on Being a Law School Dean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31 U. 

TOLEDO L. REV. 609 (2000) 

• Are We Being Propelled Towards a People-Centered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 9 AM. U. J. INT'L L. & POL'Y 1 (1993) (合著, Daniel Bradlow 教授) 

• The Year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view, REMARKS, PROCEEDINGS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83rd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1989) 

• Craftsmanship in Paraguay's Elections, 6 LAW GROUP DOCKET No. 1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Group, Summer 1989) 

• The Human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Towar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n REMARKS, PROCEEDINGS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82nd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1988) 

• Lawyer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20 U. MIAMI 

INTER-AM. L. REV. 115 (1988) (合著, Frederick Anderson) 

• Prosecuting Rights Cases in Latin America: Can it be Done without Backlash?, 

LOS ANGELES DAILY JOURNAL, April ll, l988 

• Antonio Gómez Robledo, El Jus Cogens International (Estudio Histórico-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09423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09423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09423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65283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65297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65252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6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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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ítico), 78 AM. J. INT'L L. 526 (l984) (书评) 

  专论 

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的材料(2018-2019 年) 

•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一般法律原则(2019 年) 

•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2019 年) 

•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2019 年) 

•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2019 年) 

•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 (2019 年) 

•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危害人类罪(2019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Marcelo Vasquez-Bermudez 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第四次报告

的评论(2019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Concepción Escobar Hernández 女士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的第七次报告的评论(2019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Pavel Sturma 先生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的第三次报

告的评论(2019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Marja Lehto 女士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第二次

报告的评论(2019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Dire Tladi 先生关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第四次

报告的评论(2019 年)  

• 对特别报告员Sean Murphy教授关于危害人类罪的第四次报告的评论(2019 年) 

• 摘要：就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对个人的赔偿(2019年) 

•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摘要:就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行为进行赔偿

(2019 年) 

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的材料(2017-2018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Shinya Murase 教授关于保护大气层的第五次报告的评论(2018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Marja Lehto 女士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第一次

报告的评论(2018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Pavel Sturma 先生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的第二次报

告的评论(2018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Michael Wood 先生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第五次报告的

评论(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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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特别报告员 Dire Tladi 先生关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第三

次报告的评论(2018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Concepción Escobar Hernández 女士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的第六次报告的评论(2018 年) 

• 对特别报告员Georg Nolte先生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的第五次报告的评论(2018 年) 

• 对特别报告员 Gómez-Robledo 先生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第五次报

告的评论(2018 年) 

提交的其他材料 

• Special Rapporteur on Women’s Rights, OAS, Report of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Americas, (Oct. 

13, 1998) (Informe de las Comisión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Sobre 

la Mujer en las Américas) (原文西班牙文) (以西班牙文和英文发表) 

• Limited Mandates and Intertwined Problems: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17 HUM. RTS. Q. 411 (1995) (合著，Daniel Bradlow) 

•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Public Sector in Colombia, in REPORT FOR THE 

WORLD BANK (1986) 

• La Import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la 

Reforma Judicial en Centro América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Judicial Reform in Central America], in REPORT FOR 

ILANUD (1986) (合著，Thomas Buergenthal) 

• A Proposal for an ABA Commission on Inter-American Affairs, in REPORT FOR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985)(合著，Frederick Anderson) 

• The ILOAT and Reinstatement as a Normal Remedy for Arbitrary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in REPORT FOR FICSA (l985) (合著，Thomas Buergenthal) 

• 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Legal Text for the Control of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rug 

Addiction, in REPOR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PORTUGAL (1978) (合著，Professor di Gennaro) 

• Nacionalización y Compensación [Nationalization and Compensation] THESIS, 

UNIVERSIDAD DE CHILE (Publicaciones Escuela de Derecho, Universidad de 

Chile, 1973) (合著，Carlos Portales)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65257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6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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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博士(1980 年 8 月) 

论文题目：“Het Beginsel van Non-Interventie in de Organizatie van Amerikaanse 

Staten.”(美洲国家组织的不干涉原则) 

智利圣地亚哥智利大学法学院 

法律和社会科学学位(1973 年 1 月) 

成绩优异。论文题目为“Nacionalización y Compensación”(共同作者：卡洛斯·波

塔莱斯) 

  语文 

• 西班牙语(母语) 

• 荷兰语 

• 英语 

• 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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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康(Huikang Huang) (中国) 

[原件：中文和英文] 

2021 年 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信件摘录 

黄惠康博士是一名优秀的国际法专家，在国际法实践和外交活动两方面都具

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黄博士于 2010 年 7 月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

员，并于 2011 年和 2016 年再次当选。黄博士在任职期间对国际法委员会的

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黄博士曾在武汉大学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之后进

入中国外交部，先后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条约法

律司司长、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等。黄博士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过许

多重要国际会议以及法律事务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他曾担任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自 2001 年起称为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的助理秘书长，具有国际组织法律

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随函附上黄惠康博士的简历。中国政府相信，如若再

次当选，黄博士会继续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和国际法的发展作出贡献。 

简历 

出生日期：1955 年 9 月 25 日 

出生地：中国浙江杭州 

性别：男 

主要学历： 

• 1985-1989，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 

• 1988-1989，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 1982-1984，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 

• 1978-1982，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哲学学士 

现任职务：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0 年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 

• 常设国际仲裁法院仲裁员(空间事务) 

•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他职务： 

 • 中国-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交流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名人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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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北斗专项专家委员会委员 

 •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客座教授 

 • 西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理事会副理事长 

 •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团队首席专家 

工作履历： 

• 2014-2017   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 2011-2013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 2011-2014   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 2011-迄今   西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10-2011   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 

• 2009-2010   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副市长(挂职) 

• 2005-2008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渥太华 

• 2002-2004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首席馆员 

• 1995-2002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一秘、参赞 

• 1996-2002   中国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兼职) 

• 1991-1994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助理秘书长，印度新德里 

• 1988-1989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客座教授 

• 1985-1988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 1984-1995   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 

其他法律和外交工作经历： 

• 2010-2019，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 62-71 届会议，日内瓦、纽约 

• 2019，中俄(罗斯)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对话，中国代表团团长，武汉 

• 2018，第 4 届中国-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培训班，

主旨演讲人，北京 

• 2015，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会议，主旨演讲人，吉隆坡 

• 2013，网络空间首尔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首尔 

• 2013，海牙和平宫百年庆典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部长级会议，中国外交

部长特别代表，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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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中加(拿大)司法和执法合作磋商，中国代表团团长，渥太华、

北京 

• 2011-2013，联合国大会第 65-67 届会议，中国代表团副代表、六委代表，

纽约 

• 2011-2013，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第 9-11 次会议，中方团长，华

盛顿、广州、华盛顿 

• 2011-2013，中美、中英、中荷、中韩、中俄、中加(拿大)、中瑞(士)外

交部条法司长/法律顾问磋商，中方团长，北京、华盛顿、伦敦、阿姆斯

特丹、首尔、莫斯科、渥太华、伯尔尼 

• 2011-2013，中美俄英法安理会五常法律顾问年度磋商，中方代表，重庆、

莫斯科、伦敦、纽约 

• 2012，第三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国际研讨会，主办方代表，北京 

• 2012，网络问题布达佩斯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布达佩斯 

• 2012-2013，中欧网络工作组会议，中方团长，北京、布鲁塞尔 

• 201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签署 30 周年纪念会议，主旨演讲人，北京 

• 2012，全球海洋环境报告与评估经常性进程东亚及东南亚海区研讨会，

主旨演讲人，三亚 

• 2012，“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区的对外法律事务研讨会，主旨演讲人，北京 

• 2011-2012，中英网络事务磋商，中方团长，伦敦、北京 

• 2011，第 3 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主旨演讲人，库布其，中国 

• 2011，第 54 届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维也纳 

• 2010，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曼谷筹备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曼谷 

• 2010，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波恩筹备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波恩 

• 2010，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坎昆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坎昆 

• 2000-2001，第 43 届、第 44 届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议，中

国代表团团长，维也纳 

• 1996-2001，第 35-40 届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

团长，维也纳 

• 1999，第三届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维也纳 

• 1995-1999，第 38-42 届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

团成员，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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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2002，中国和有关国家为缔结外空、核能、裁军等合作协议的谈判，

中方法律顾问 

• 1995-2002，国际竹藤组织东道国法律顾问，北京 

• 1999，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纽约 

• 1997，联合国纪念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50 周年研讨会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和编纂问题专题讨论会特邀专家和专家小组成员，纽约联合国总部 

• 1996，第三届美洲空间大会，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团长，乌拉圭艾斯特拉城 

• 1996，第三届亚太空间多边合作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首尔 

• 1995，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特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纽约 

• 1995，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环境法专家会议，特邀专家，华盛顿 

• 1994，非统与联合国难民署主办的难民问题研讨会，亚非法协代表，亚

的斯亚贝巴 

• 1991-1994，亚非法协第 30-33 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开罗、伊斯兰堡、

坎帕拉、东京 

• 1992-1993，世界人权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四次会议，亚非法协代表，

日内瓦 

• 1993，世界人权大会，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副代表 

• 1991-1992，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四次会议，亚非法

协代表团团长，日内瓦、纽约 

主要著作： 

书籍：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专著) 

• 《外交实务法律指南》(内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2014 年(主编) 

• 《外层空间法》，青岛出版社，2000 年(共同主编) 

• 《21 世纪教材系列：国际法》，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年(共同主编) 

• 《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执行主编) 

• 《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专著) 

• 《中国法律与政治导论》(英文)，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专著) 

• 《国际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年(专著) 

•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年(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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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法学教材：法学概论》(修订第 13 版)，法律出版社，2019 年(合著) 

• 《面向 21 世纪系列教材：国际法》(修订第 5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合著) 

• 《简明中华小百科全书——法学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合著) 

• 《高校文科教材：法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合著)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报告及研究》(1991、1992、1993 和 1994 卷)，亚

非法协秘书处，1992、1993、1994、1995 年(合著) 

论文/演讲(部分)： 

•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

和理论逻辑》，载《国际法研究》2021 年第 1 期 

•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载《武

大国际法评论》2021 年第 1 期 

•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容侵犯》，载《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0 年第 5 期 

• 《当前中美外交博弈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载《国际法学刊》2020 年第 3 期 

• 《借疫情污名化中国，于法不容》(英文)，载《外交季刊》2020 年夏季刊 

• 《从战略高度推进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建设》，载《国际法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 《论国际法理论与外交实践的融合之道》，载《国际法学刊》2019 年第 1 期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 年第 1 期 

• 《国际法的发展动态及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载《国际法研究》2019

年第 1 期 

• 《国际海洋法前沿值得关注的十大问题》，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

年第 1 期 

• 《论国际法的编纂与逐步发展——纪念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70 周

年》，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 年第 6 期 

• 《公道自在人心》(中英文对照)，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16 年第 4 期 

• 《友好协商是正道》，载《星洲日报》，2016 年 6 月 13 日 

•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英文)，在马来西亚防务学院硕士研修

班上的报告，2015 年 

• 《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条约法律外交》，澳门特区法律与司法培

训中心，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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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英文)，载《中国国际法期刊》，

2014 年第 13 期 

• 《中国外交前沿的若干国际热点问题》(英文)，第 8 期厦门国际法研究

院暑期研修班开班演讲，2013 年 

• 《携手共建和谐共进的国际网络空间秩序》(英文)，在 2013 年网络空间

首尔会议上的演讲，2013 

• 《当代国际法的若干发展趋势》，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 《“一国两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 年 

• 《构建和平安全开放有序的和谐网络空间》，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 年 

• 《用好海洋法公约，发展我国海洋事业——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

签署 30 周年》，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 年 

• 《重视海洋保护，建立和谐海洋秩序》，在全球海洋环境报告与评估经

常性进程东亚及东南亚海区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三亚，2012 年 

• 《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周边海洋安全形势》，在香港城市大学国际法讲座

上的报告，2012 

• 《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条法工作》，中新网，2012.1.13 

• 《军舰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法律依据和司法程序安排》，载《中

国海商法年刊》，2011 年第 1 期 

• 《通往德班之路：气候变化谈判前景展望》，载《外交季刊》，2011 年春季号 

• 《建设和平、发展、合作、法制的外层空间》，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1 年 

• 《为何气候变化集体行动是必要的？》，载《今日中国》，2010 年第 11 卷 

•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增长》，欧盟关于城市与全球气候变化研讨会

主旨演讲，2009 年 

• 《中国与世界：机遇与挑战》，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

年专题报告会，2008 年 

• 《中国的发展，世界的机遇》，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旨演讲，2004 年 

• 《外层空间法的发展趋势》，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03 年 

• 《世纪之交国际法发展演变的动态与趋势》，载《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2002 年 

• 《世纪之交空间法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航天》，2000 年第 9、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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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与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英文)，载联合国出版

物：纪念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50 周年文集，1998 年 

• 《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载《中国国际法年

刊》，1997 年 

•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中国

国际法年刊》，1996 年 

• 《联合国宪章下的集体安全保障》，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 年 

• 《论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载黄炳坤主编《当代国际法》，香港广角镜

出版社，1988 年 

• 《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法律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 

• 《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经费问题之法律探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1987 年 

• 《国际公务员制度初探》，载《青年国际法文集》，1987 年 

•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若干法律问题》，载《法学评论》，1986 年第 3 期 

• 《国际法研究中的若干新问题》，载《法学》，1986 年第 10 期 

• 《对传统的领土取得理论的重新评价》，载《法学季刊》，1986 年第 4 期 

• 《侵害外国人权益的国家责任》，载《武汉大学学报》1986 年特刊第 1 期 

• 《联合国宪章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载《国外法学》，1986 年第 4 期 

• 《影响联合国决议的诸种因素》，载《法学评论》，1984 年第 2 期 

• 《现代国际组织的表决制度》，载《社会科学》(沪)，198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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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切尔诺·贾洛(Charles C. Jalloh) (塞拉利昂) 

2020 年 11 月 17 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本提名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提交，尤其是第二条第一款，它规定国

际法委员会由“公认合格胜任之国际法界”人士组成。贾洛教授加入委员会的

第一个任期，在国际法一般和专门领域展现出广泛能力。在工作中，他参加了

国际法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的审议工作，思考细致缜密，还自愿在起草委员会

任职，几乎涉及工作方案的所有专题。此外，贾洛教授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参与制定了关于新专题以及其他旨在提高委员会工作方法透明度和效率的专

题的提案。他对国际法委员会的贡献受到同事的认可，两次获选担任主席团的

领导职务。在此方面，贾洛教授于 2018 年第 70 届会议期间担任起草委员会

主席。由此，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圆满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二读专题，同时推进

了所有其他专题的实质性起草工作。随后，当选委员会 2019 年第 71 届会议

报告员，任上与秘书处和特别报告员密切合作，协调及时编写并向大会提交国

际法委员会 2019 年年度报告。此外，在依托国际法研讨会和联合国国际法区

域课程提供能力建设方面，为法学家、教授和在本国从事学术或外交工作的政

府官员，进行了几次关于国际刑法和国际人道法的特邀讲座。 

 贾洛教授还对加强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与第六委员会代表之间的非正式

对话和交流互动表现出浓厚兴趣。因此，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日内瓦，都会

参与或协助为所有地理区域的国家举办几次小组讨论、非正式简报会和非正

式研讨会。此外，还组织召开会议和座谈会，以促进学术参与、增进全球民

间社会对委员会工作的了解。通过后一工作，推动两份学术杂志出版了两期

特刊，着重介绍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贾洛教授是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实践

者。2020 年 10 月，非洲联盟赞同再次选举他进入国际法委员会，开展第二

个任期的工作。贾洛教授在委员会的第一个任期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他可以

在科学严谨性和实用性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而且有精力、有创造力、有独

立性，能为国际法的编纂和渐进发展进程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法委员会在建立和维护以规则为基

础的国际法律体系方面起到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因此，我们坚决认为，只

能提名最有资历、最尽忠职守的国际法律工作者加入委员会。在此还回顾《国

际法委员会章程》第八条，它规定当选者个人应当具备必要资历，委员会作

为一个整体应当能够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形式和主要法律体系。贾洛教授在塞

拉利昂、加拿大、荷兰和联合王国接受过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的教育，且

拥有国际法博士学位，能带来渊博的专业知识，增加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包括

非洲习惯法的代表性。 

 鉴于上述情况，同时也出于对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律秩序、支持

国际法委员会履行大会所交任务的坚定决心，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相信，贾

洛教授在第一个任期已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才干，如再次当选，必将为委员会

下一个五年期的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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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育 

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哲学博士，2016 年 

 荷兰阿姆斯特丹 

论文：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对国际法的司法贡献 

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国际人权法硕士学位，2007 年 

 英国牛津 

荣誉： 以优异成绩毕业；排名 4/18；志奋领学者，2006-2007 年 

麦吉尔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民法学士，2002 年 

 加拿大蒙特利尔 

圭尔夫大学社会与应用人文科学学院，国际发展研究文学士，2001 年 

 加拿大圭尔夫 

荣誉： 院长荣誉名单(班级前 10%) 

 二. 法律教学经历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院，美国迈阿密 

国际法教授(终身教职)，2014 年 6 月至今 

荣誉：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顶级学者奖，2015-2016 年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学术评议会卓越研究和创意活动奖，2018 年 

 隆德大学富布赖特国际公法杰出讲席教授，2018-2019 年 

 非洲国际刑事司法期刊创始主编 

 非洲法律研究期刊创始主编 

匹兹堡大学法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 

法学助理教授(终身教职)，2009 年 7 月-2014 年 5 月 

荣誉： 经全票通过获终身教职，2014 年 

 布坎南·英格索尔和鲁尼学院学者，2013-2014 年 

 三. 国际国内法律实践经验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  成员(2016 年 11 月 3 日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为 2017-2021 年)。 

– 起草委员会主席(国际法委员会第 70 届会议——2018 年)。 

– 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第 71 届会议——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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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色地出席并参与了国际委员会全部专题的所有全体辩论和起草委员会。 

– 积极参加：⑴ 规划组；⑵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⑶ 工作方法工作组。 

– 参与制定 2018 年国际法委员会新专题提案。 

– 参与制定 2019 年关于改进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提案。 

– 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法治部分内容的共同协

调员。 

– 国际法研讨会讲师兼工作组组长，2017-2018 年。 

– 七十周年座谈会共同召集人；出版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律评论国际法委员会

特刊。 

– 担任共同召集人，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联合国总部与来自联合国所有区

域的几个常驻代表团举办四次活动，加强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第六委员会代

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 

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坦桑尼亚阿鲁沙 

分庭支助科协理法律干事 

第一审判分庭法官书记员 

2007 年 12 月-2009 年 6 月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 

荷兰海牙；塞拉利昂弗里敦 

首席辩护人办公室法律顾问；法院指定当值律师 

2005 年 9 月-2007 年 11 月 

加拿大司法部 

加拿大渥太华 

外交和国际贸易部贸易法局法律顾问；加拿大司法部战争罪科法律顾问 

2003 年 5 月-2005 年 9 月 

 四. 部分出版物 

 1. 书籍 

1) Charles C. Jalloh, The Legal Legacy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20). 

2)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4: Prosecutor v. Sesay, Kamara and Kanu (Martinus Nijhoff B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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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en, 2020). 

3) Charles C. Jalloh, Kamari M. Clarke and Vincent O. Nmehielle, eds., The African Court of 

Justice and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9). 

4) Charles C. Jalloh and Ilias Bantekas, ed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2017). 

5) Linda M. Carter, Mark S. Ellis and Charles C. Jallo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an Effective Global Justice System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16). 

6)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3: Prosecutor v. Charles G. Taylor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5). 

7) Charles C. Jalloh and Alhagi Marong, eds.,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for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Africa: Essays in Honor of Prosecutor Hassan 

B. Jallow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5).  

8) Charles C. Jalloh and Olufemi Elias, eds.,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5). 

9) Charles C. Jalloh, ed., The Sierra Leone Special Court and Its Legacy: The Impact for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4).  

10)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2: Prosecutor v. Norman, Fofana and Kondewa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4). 

11) Charles C. Jalloh and Thomas Jada, The Criminal Law of South Sudan (IDLO, Rome, 

2013). 

12)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1: Prosecutor v. Brima, Kamara and Kanu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2). 

13) Charles C. Jalloh, ed., Consolidated Legal Texts for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07). 

 2. 同行审议法律学刊和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1) Charles C. Jalloh and Leila N. Sadat,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the ILC’s 

Draft Articles on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6, No. 2 (October 2020) pp. 79-92. 

2) Charles C. Jalloh,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First Draft Convention 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5, No. 2 (February 2020) pp. 119-167 (经同行审议)。 

3) Charles C. Jalloh,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ILC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 Symposium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ILC”, FIU Law Review, Vol. 13, No. 6 (October 2019) pp. 975-

987. 

4) Charles C. Jalloh, “The Nature of the Crimes in the African Criminal Cour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15, No. 4 (September 2017) pp. 799-826 (经同
行审议)。 

5)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ppeals 

Chamber, Prosecutor v. William Ruto, Decision on Appeal of Subpoena to Keny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9, No. 3 (July 2015) pp. 610 -616 (经同行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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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arles C. Jalloh,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Charles Taylor Case”,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 43, No. 3 (May 2015) pp. 229-276.  

7) Charles C. Jalloh,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A Defense Perspective”,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47, No. 3 (June 2014) pp. 765-824. 

8) Charles C. Jalloh, “Reflections on the Indictments of Sitting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Reconciliation in Africa”, 

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7, No. 1 (March 2014) pp. 43-59. 

9)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ppeals 

Chamber Judgment in Prosecutor v. Charles Ghankay Taylo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8, No. 1 (January 2014) pp. 58-66. 

10) Charles C. Jalloh, “Prosecuting those Bearing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The Lesson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Marquette Law Review, Vol. 96, No. 3 (2013) pp. 

863-911.  

11) Charles C. Jalloh, “What Make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8, No. 2 (2013) pp. 381-441.  

12) Charles C. Jalloh, “Kenya vs. The ICC Prosecutor”,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nline, Vol. 53 (August 2012) pp. 269-285. 

13) Charles C. Jalloh, “Does Living by the Sword mean Dying by the Sword?”, Penn State 

Law Review, Vol.117, No. 3 (2012) pp. 707-753. 

14)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Judgment on the 

Appeal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Decision Denying 

Inadmissibility of the Kenya Sit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6, 

No. 1 (January2012) pp. 118-125. 

15) Charles C. Jalloh,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llision Course or 

Cooperation?”, North Carolina Central Law Review, Vol. 34, No. 2 (2012) pp. 203-229. 

16) Charles C. Jalloh,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chieving Justice?”,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2, No. 3 (Spring 2011) pp. 395-460 (主要文章)。 

17)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ecision on the 

Authoriz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eny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5, No. 3 (July 2011) pp. 540-547. 

18) Charles C. Jalloh, Dapo Akande and Max du Plessis, “Assessing the African Union 

Concerns About Article 16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4, No. 1 (March 2011) pp. 5-50. 

19)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Michelot Yogogombaye v. Republic of Senegal”,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4, No.4 (October 2010) pp. 620-628. 

20) Charles C. Jalloh, “Universal Jurisdiction, Universal Prescription?”, Criminal Law Forum, 

Vol. 21, No. 1 (March2010) pp. 1-65 (主要文章)。 

21) Charles C. Jalloh, “Reg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9, No. 3 (July 2009) pp. 445-499 (主要文章)。 

22) Charles C. Jallo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5, No. 2 (September 2007) pp. 165-207 (主要文章)。 

23) Vincent O. Nmehielle and Charles C. Jalloh , “The Legacy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30, No. 2 (May 2006) pp. 

1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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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书籍章节 

1) Charles C. Jalloh, “The Place of the African Criminal Court in the Prosecution of Serious 

Crimes in Africa”, in Charles Jalloh and Ilias Bantekas, ed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December 2017) pp. 290-319. 

2) Charles C. Jallo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in 

Harmen van der Wilt and Christophe Paulussen, eds., Legal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Toward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Cheltenham, November 2017) pp. 272-302. 

3) Charles C. Jalloh, “Towards Greater Synergies between Courts and Truth Commissions in 

Post-Conflict Contexts: Lessons from Sierra Leone”, in Margaret deGuzman & Diane 

Amann, eds., Arcs of Global Justice: Essays in Honour of William A. Schab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December 2017) pp. 417-444. 

4) Charles C. Jalloh, “Charles Taylor”, in William A. Schabas,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Y, 2016) pp. 312-332. 

5) Alhagi B.M. Marong and Charles C. Jalloh, “Transfer of Cases Under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CTR and Lessons Learned for the ICC”, in Charles C. Jalloh and Alhagi Marong, eds.,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for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Africa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5) pp. 407-439. 

6) Charles C. Jalloh and Andrew Morg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es in Rwanda 

and Sierra Leone: Lessons for Liberia”, in Charles C. Jalloh and Olufemi Elias, eds.,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5) pp. 447-512. 

7) Charles C. Jalloh,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 M. Cherif Bassiouni, ed.,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tersentia, Antwerp, 2015) 

pp. 589-616 (特约撰稿)。 

8) Charles C. Jalloh, “(Re)Defin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for a Jus Post Bellum World”, 

in Larry May and Elizabeth Edenberg, eds., Jus Post Bellu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3) pp. 113-151 (特约撰稿)。 

9) Charles C. Jalloh,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Use of Assigned, Standby and Amicus 

Counsel”, in Linda Carter and Fausto Pocar, e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The 

Interface of Civil and Common Law Legal System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13) 

pp.125-165. 

10) Charles C. Jalloh&Amy DiBella, “Equality of Arm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ontinuing Challenges”, in William A. Schabas et al.,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ritical Perspectives (Ashgate, Farnham, 2013) 

pp. 251-288. 

11) Charles C. Jallo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n Trial”, in Chile Eboe-Osuji, ed., 

Protect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 Honour of Navanethem 

Pillay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 2010) pp.478-518. 

12) Alhagi Marong, Charles C. Jalloh& David Kinnecome”,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at the ICTR: 

Should the Tribunal Refer Cases to Rwanda?”, Emmanuel Decaux et al., eds., From Human 

Rights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Studies in Honour of an African Jurist, The Late 

Judge Laity Kama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2007) pp. 159-201 (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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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部分专业荣誉、奖项和研究金 

1) 国际法委员会候选人资格，经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第27届和第37届常会(2016年

卢旺达基加利和2020年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两次核可。 

2) 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选举问题专家小组成员兼主席，

2019-2020年(由塞拉利昂提名，经国际刑事法院非洲缔约国认可为非洲集团候

选人)。 

3) 隆德大学富布赖特国际公法杰出讲席教授，隆德大学法学院和罗尔·瓦伦堡人权

与人道法研究所，瑞典隆德，2018-2019年。 

4) 非洲联盟委员会外部律师，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检察官诉奥马尔·哈桑·巴

希尔案，2018-2019年。 

5) 教务长和学术评议会卓越研究和创意活动奖，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迈阿密，2018年。 

6)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顶尖学者奖，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务长办公室，2015年。 

7) 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设立用法律文书制定工作独立法律专家组首席报告员，非盟

委员会，纽约，2016年12月16-23日。 

8) 非洲联盟委员会外部之友律师，检察官诉威廉·鲁托和乔舒亚·桑，国际刑事法

院，上诉分庭，2015-2016年。 

9) 国际刑法补充性问题委员会提名成员和报告员，国际法协会，英国，2014-2016年

(仅三名学者获国际法协会美国分会提名，为其中之一)。 

10) 布坎南·英格索尔和鲁尼学院学者，2013-2014年，匹兹堡大学法学院(在竞争性

申请过程后由皮特法学院院长选拔产生，以支持可能对法律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的原创研究)。 

11) 非洲集团提名人选，“非洲联盟要求召开的特别会议：起诉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及其对和平、稳定与和解的后果”，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

荷兰海牙，2013年11月。 

12)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主席特邀专家，“非洲国际刑事司法的未来”，联合国
大会，国际刑事司法问题专题辩论，联合国，纽约，2013年4月。 

13) 塞拉利昂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塞拉利昂弗里敦，2012年7月(授予“在非洲对国

际法有深入了解”的学者)。 

14) 雷诺兹杰出访问教授，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法学院，罗利-达勒姆，2010年8月。 

15) 法院指定当值律师，由第二审判分庭法官指定，检察官诉查尔斯·甘凯·泰勒，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海牙，2007年6月-8月。 

16) 志奋领学者，英国联邦及外务事务办公室，2006-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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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其他专业活动 

 1. 部分专家机构成员资格和法律专业服务 

1) 《罗马规约》对网络战的适用问题顾问委员会成员，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

爱沙尼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全

球防止侵略研究所共同召集，纽约，2019-2020年。 

2) 国际法协会国际刑法补充性问题委员会成员兼报告员，2014-2016年。 

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咨询小组提名成员，荷兰海牙，2012-2015年。 

4) 国际律师协会战争罪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特邀成员，英国，2011-2017年。 

5) 国际律师协会暴行目击者咨询委员会成员，英国，2013年至今。 

6) 美国国际法学会国际刑法兴趣小组联席主席(当选)，美国，2012-2014年。 

7) 上加拿大律师公会大律师，加拿大安大略省上诉法院律师，2004年6月至今。 

 2. 部分讲师职位及访学活动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电子学院讲师，2020年。 

2) 联合国国际法区域课程讲师，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2018年。 

3) 纽伦堡国际原则研究院讲师，德国，2016年。 

4) 牛津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人权法项目讲师，英国牛津，2015年。 

5) 西南法学院暑期项目访问教授，加拿大温哥华，2013年。 

6) 非洲法律英才中心国际法研究所讲师，乌干达坎帕拉，2012年。 

7) 国际刑事法院来访专业人士，荷兰海牙，2011年。 

8) 比勒陀利亚大学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南非比勒陀利亚，2011年。 

 3. 部分国际法委员会相关演讲和其他演讲 

1) 著作推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法律遗产”，教员法律理论研讨会，迈阿密

大学法学院，虚拟，2020年11月5日 

2) 讨论嘉宾，“联合国75周年开幕讨论小组”，充满挑战时期的国际法会议，国际法

协会美国分会，虚拟，2020年10月24日 

3) 讨论嘉宾，“大流行病所涉法律问题：为期十个月的评估”，联合国，2020年10月

16日，纽约(与智利、葡萄牙、塞拉利昂、土耳其和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共同召

集的虚拟活动)。 

4) 共同召集人兼发言人，“关于危害人类罪的非正式对话”，联合国，2020年7月24

日，纽约，(与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墨西哥、新西兰和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共同召集的虚拟活动，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合作)。 

5) 讨论嘉宾，“庆祝国际司法日，捍卫国际司法：法律而非战争”，202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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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列支敦士登、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召集的虚拟

活动)。 

6) 讨论嘉宾，“大规模暴行和国际司法：有效的震慑”，虚拟，2020年7月16日，保护

责任全球中心。 

7) 讨论嘉宾，“国际刑事法院及其他：重新评估国际司法的承诺”，第114次年会，虚

拟，2020年6月26日，美国国际法学会。 

8) 危害人类罪问题主席兼讨论嘉宾，“《罗马规约》对网络战的适用问题顾问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列支敦士登常驻代表团，纽约，2020年1月29日(由阿根廷、奥地利、

比利时、爱沙尼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和全球防止侵略研究所组织)。 

9) 全球司法讲座，“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公约草案”，阿姆斯

特丹大学国际法中心，2019年12月4日。 

10) 讨论嘉宾，“国际法中的共同体利益”，联合国，纽约，2019年10月31日(活动由德

国和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组织)。 

11) 讨论嘉宾，“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害人类罪的公约草案”，专题小组讨论和互动对

话，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德国大厦，纽约，2019年10月29日(活动由德国、塞

拉利昂和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组织，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惠特尼·哈里斯世

界法律研究所共同赞助)。 

12) 共同召集人兼演讲人，“国际法委员会与普遍刑事管辖权的前进方向：与国家、学

术界和民间社会的非正式对话”，联合国，纽约，2019年10月28日(活动由哥斯达

黎加、捷克共和国、芬兰、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共同召集)。 

13) 非洲集团第六委员会法律顾问通报会，“国际法委员会第71届会议”，非洲联盟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2019年9月6日。 

14) 共同召集人兼演讲人，“国际法委员会与普遍刑事管辖权的前进方向：与国家、学

术界和民间社会的非正式对话”，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日内瓦，2019年

5月17日(活动由奥地利、哥斯达黎加、捷克共和国、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共同召集)。 

15) 共同召集人/演讲人，“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议事规则日内瓦专家圆桌会议”，日内

瓦大学，2019年5月17日-18日。 

16) 演讲人，“国际法委员会和危害人类罪：国际法的进展？”，丹麦外交部和南丹麦

大学，哥本哈根，2019年3月19日。 

17) 主旨演讲人，“国际法委员会与普遍刑事管辖权”，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和国际法

庭卓越中心第三期奥勒松德国际法讲习班，丹麦哥本哈根，2018年12月17日。 

18) 学科召集人/演讲人，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律评论，国际法委员会成立70周年特

别座谈会，“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发展起到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编纂，逐渐

发展，还是兼而有之？”，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佛罗里达州迈阿密，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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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27日。 

19) 客座讲座，“国际法委员会概况”，女王大学法学院，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2018

年10月1日。 

20) 演讲人，“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害人类罪的条款草案”，国际刑事法院学者论坛，

莱顿大学格劳秀斯国际法律研究中心，海牙，2018年6月15日。 

21) 特别讲座，“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及其遗产：对非洲和国际刑法的影响”，联合

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纽约，2018年4月18日。 

22) 共同召集人/演讲人，“审判侯赛因·哈布雷：非洲和全球司法的转折点？”，哈布

雷研究项目，塞内加尔达喀尔诺富特酒店，2018年2月22日-23日。 

23) 演讲人和讨论嘉宾，“国际司法中的政治问题”，密歇根大学杰拉尔德·福特公共

政策学院，安娜堡，2018年1月19日。 

24) 讨论嘉宾，“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公约起草工作的进展”，会外活动，国际刑事

法院缔约国大会，联合国，纽约，2017年12月11日(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惠特

尼·哈里斯世界法律研究所召集，由智利、德国、约旦、韩国和塞拉利昂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共同赞助)。 

25) 讨论嘉宾，“铸就正义之链：国内、区域、混合和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工作”，联合

国，纽约，2017年12月7日(由瓦亚摩基金会和非洲司法与问责小组召集)。 

26) 讨论嘉宾，“国际法与和平解决争端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第28次法律顾问非正

式会议，联合国，2017年10月24日(活动由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召集)。 

27) 演讲人，“通过加强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持和平”，联合国，2017年9月22日(属高级

别活动，由塞拉利昂、荷兰和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共同召集)。 

28) 演讲人(两个小组)，“全球刑事司法：成就、挑战和未来方向”，达什会议，乔治

城大学法学院，华盛顿，2017年4月3日。 

29) 讨论嘉宾，“欧洲和美国对国际法律秩序的看法”，2017年3月23日，国际公共事务

学院让·莫内欧洲卓越中心，迈阿密，2017年3月23日。 

30) 演讲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联合国，纽约，2016年10月21日(活动由南非、

塞拉利昂、马拉维和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组织)。 

31) 主持人，“国际法和国家实践：南北分水岭是否存在？”，第77届双年度会议，国

际法协会，南非约翰内斯堡，2016年8月9日。 

32) 讨论嘉宾，“伊黎伊斯兰国的角色和国际法的未来：一致还是混乱“，加拿大国际

法理事会年会，加拿大渥太华，2015年11月5日。 

33) 讨论嘉宾，“非法使用武力问题国际专家会议：重新构思战争法”，圣路易华盛顿

大学惠特尼·哈里斯世界法律研究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2015年9月11日-12日。 

34) 客座讲师，“联合国与国际法院”，北约防务学院第126期高级军官课程，意大利罗

马，2015年3月16日。 



A/76/62  

 

21-01250 146/342 

 

35) 主旨演讲人，“非洲刑事法院”，司法地理学会议，安全研究所，埃塞俄比亚亚的

斯亚贝巴，2014年11月20日。 

36) 主旨演讲人，“安全理事会对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影响”，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挪

威奥斯陆，2014年8月28日。 

37) 主旨演讲人，“非洲、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事法院”，海牙应用法学研究所，荷兰

海牙，2014年5月23日。 

38) 讨论嘉宾，“互动辩论”，应非洲联盟的要求召开的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特别

会议(荷兰海牙)，2013年11月27日(系国际刑事法院122个成员国的首次互动辩论，

仅两名学者参加，为其中之一；由非洲缔约国以协商一致方式提名为“公认洞悉

非洲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关系的专家”)。 

39) 主讲人，“反人类罪有哪些构成要件？”，检察官办公室客座讲座系列，国际刑事

法院，荷兰海牙，2013年2月12日。 

40) 小组召集人兼演讲人，“非洲与国际刑事法院”，美国国际法学会，第106届年会，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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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坎多·卡拉卢卡(Likando Kalaluka) (赞比亚) 

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21 年 3 月 15 日普通照会摘录 

卡拉卢卡先生目前担任赞比亚共和国总检察长，并作为首席法律顾问监

督关键部门，包括那些负责国际法的部门。在这方面，卡拉卢卡先生曾代表

赞比亚参加各种区域和国际论坛，包括在海牙国际法院进行口头辩论。 

利坎多·卡拉卢卡，理学硕士 

职务：赞比亚共和国政府总检察长 

职业：法律从业人员 

出生日期：1977 年 4 月 26 日 

主要资格 

戈尔韦爱尔兰国立大学国际和比较残疾人法和政策法学硕士(2011 年) 

赞比亚卢萨卡赞比亚大学法学学士(2002 年) 

赞比亚高等法律教育学院，获准担任赞比亚高等法院辩护律师(2004 年) 

2019 年 11 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国际仲裁和调解中心完成特许仲裁员协会快速

获得研究金之路课程。 

2020 年 8 月完成特许仲裁员协会的裁决书撰写课程。 

作为赞比亚特许仲裁员协会成员，具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方面的经验。 

担任律师(在赞比亚律师事务所执业超过 16 年)，在宪法和行政法、人权、公共采

购、商法、刑法和知识产权法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包括进行涉及上述法律领域事

项的诉讼。 

主要经历 

我自 2015 年 4 月至今担任赞比亚共和国总检察长，是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和内阁

成员。 

我以这个身份主持反洗钱管理局的工作，该机构就防止和侦查赞比亚境内洗钱活

动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所需的措施提供政策指导和建议。 

作为赞比亚律师协会的领导，我担任赞比亚高等法律教育理事会主席，同时也是

赞比亚法律协会纪律委员会主席。 

总检察长署辖下有三个部门，分别是： 

• 立法起草和法律修订——起草政府法案和法定文书； 

• 民事诉讼和收债——在政府作为当事方的民事诉讼中，代表政府参加诉讼； 



A/76/62  

 

21-01250 148/342 

 

• 国际法和协定——在签署协定、条约或公约之前，就政府打算加入或与

政府有利害关系的协定、条约或公约提供咨询。 

作为埃利斯公司的前合伙人，我拥有办公室行政和人事管理方面的经验。 

赞比亚法律协会前名誉秘书：我在商业交易、持续职业发展、人权和法律职业教

育等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 

多利益攸关方小组前成员，该小组负责赞比亚建筑业透明度倡议试点工作：我在

建筑业和提高透明度所需披露要求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 

赞比亚税务局管理委员会前成员，该委员会负责管理和监督赞比亚的税收制度。 

我参加了关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从书面规则到实际行动”的国际

暑期学校(2011 年 6 月 5 日至 11 日)，获得了适用该公约的实践技能并学会如何

起草影子报告。作为 2011 年国际暑期学校最佳代表团成员，获得优秀证书。 

熟练使用电脑(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 Point)。 

学历 

爱尔兰国立大学，戈尔韦：法学硕士学位(2012 年)。国际和比较人权和残疾人权

利专业。 

赞比亚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2 年)。学习课程包括合同法、商法、国际贸易法、

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 

赞比亚高等法律教育学院：法律执业证书。赞比亚高等法院辩护律师(2003 年 1

月)和赞比亚所有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和上诉法院辩护律师。课程包括

会计、商法和程序、职业道德、物业转易、高等法院及下属法院程序、公司法和

程序、离婚和婚姻法以及证据法。 

特许仲裁员协会：国际入门课程(2007 年 10 月)。研究领域包括调解、仲裁、谈判

和其他形式的非诉讼争端解决办法。 

特许仲裁员协会：快速获得研究金之路课程(2020 年 2 月)。表现突出，致力于在

国际仲裁和争端解决方面体现最高知识、技能和行为水准。 

特许仲裁员协会：裁决书撰写课程(2020 年 12 月)。展示了理解仲裁裁决书撰写

技术要求所需的关键技能。 

卡布隆加男子中学：GCE 普通学校毕业证书(1994 年)。 

小学：小学毕业证书(1989 年)。 

专业和研究经历 

在国际法院(海牙)出庭，并就毛里求斯共和国与联合王国之间关于查戈斯群岛非

殖民化问题作了口头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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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非洲残疾人权利宪章》拟议议定书草案文本和内容的专家之一。2014 年 8

月 21 日至 22 日出席在南非共和国比勒陀利亚大学举行的关于《非洲残疾人权利

宪章》拟议议定书草案的专家圆桌会议。 

作为专家和主要顾问参与颁布 2014 年《赞比亚精神卫生法案》。 

负责撰写比勒陀利亚大学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首期《非洲残疾人权利年鉴》(2013年)

中的一章。 

作为共同撰稿人撰写比勒陀利亚大学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残疾人权利年鉴》

(2014 年)赞比亚国家报告。 

在伦敦与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Inter-rights 合作。 

曾兼职担任卢萨卡大学宪法学讲师。 

曾任促进残疾人权利的人权和残疾人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残疾人权利观察的

法律顾问。 

曾任赞比亚法律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召集人，是赞比亚法律援助调查治理和司法

小组的主要合作者。 

曾任赞比亚法律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召集人、诉诸司法情况分析咨商小组主席。 

作为国际和比较残疾法和政策法学硕士学位的一部分，我撰写了题为《残疾人权

利公约：在非洲实现有效诉讼战略》的论文，并为此在赞比亚和其他一些非洲国

家开展研究。 

作为国际和比较残疾法和政策法学硕士学位的一部分，我学习了关于高级法律研

究和方法的两个模块，并学习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入门课程。 

向在卢萨卡帕莫齐酒店举行的赞比亚医学会关于“共和国总统健康法”的公共讨

论提交了一篇文章(2014 年 12 月)。 

其他信息 

2006-2013 年：Alive and Kicking Zambia 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这是一家慈

善担保有限公司，致力于通过制造手工皮革足球、落网球和橄榄球来抗击艾滋病

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病毒。 

2008-2010 年：赞比亚营销学院董事会成员(董事)。 

2014 年至今：成就者教会传教中心国际恩典传教会教堂管理者。 

语文 

英文、Lozi 语和 Nyanja 语 

  



A/76/62  

 

21-01250 150/342 

 

  韦根·科查里安(Vigen Kocharyan)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21 年 3 月 10 日普通照会摘录 

韦根·科查里安先生是杰出的法学家、院士和公众人物，现任亚美尼亚

最高司法委员会法官，在埃里温国立大学教授国际法。他是亚美尼亚宪法改

革委员会成员和欧洲委员会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成员。随函附

上韦根·科查里安先生的简历。 

现任职务 

韦根·科查里安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院士和政治家，现任亚美尼亚最高司法委

员会法官，并在埃里温国立大学和亚美尼亚外交学院教授国际法。他也是亚美尼

亚宪法改革委员会成员和欧洲委员会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成员。 

学历 

韦根·科查里安于 1996 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1993

年获得埃里温国立大学法学院法学文凭。科查里安先生作为访问学者参加了多个

学术机构的若干培训项目，包括剑桥大学(英国剑桥)、加州伯克利大学(美国伯克

利)和中欧大学(匈牙利布达佩斯)。 

工作经历 

学术活动 

科查里安先生自 1996 年以来一直在埃里温国立大学教授法学。这些年里，他在

课程表中引入了一系列关于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和欧洲法的课程。作为亚美尼亚

领头的国际法学者之一，他于 2006年创立了埃里温国立大学欧洲和国际法教席，

并指导了 20多名博士生。科查里安先生还在亚美尼亚外交学院教授国际法课程。 

专业协会 

• 亚美尼亚共和国律师协会执行董事(1997-2009 年)和副主席(2009-2015 年) 

• 亚美尼亚国际法协会和亚美尼亚欧洲研究协会理事会成员 

公务员工作经历 

• 总统修宪委员会委员(1999-2004 年) 

– 编写了几项亚美尼亚宪法修正案，包括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

条款。 

• 亚美尼亚司法部副部长(2015-2019 年) 

– 主要职责领域是国际法律合作、国际条约、人权和国际法律援助。 

– 科查里安先生代表政府领导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倡议，并推动批准了

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 

– 他是与欧盟签署的“全面加强伙伴关系协定”和其他几项国际文书

的首席法律谈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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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工作经历 

• 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欧洲委员会)亚美尼亚问题委员

(2001-2015 年) 

– 作为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的成员，他直接参与了欧洲

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的主要法定活动，如国家监测、一般

主题工作、与民间社会和专门机构的关系。 

– 科查里安先生以报告员的身份进行了国家访问，并编写了关于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报告。 

– 他还参与起草了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关于国家立法

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第 7 号一般性政策建议(2002 年)、欧洲

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打击种

族主义的第 8 号一般性政策建议(2004 年)、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

容忍委员会关于打击反犹太主义的第 9号一般性政策建议(2004年)、

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关于打击警察执行公务中的种

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第 11 号一般性政策建议(2007 年)、欧洲反对

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关于打击反吉普赛和歧视罗姆人的第 13

号一般性政策建议(2011 年)。 

– 科查里安先生于 2020 年再次被任命为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

委员会成员。 

• 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成员 

– 作为咨询委员会成员，他参与了评价该框架公约在缔约国执行情况

的进程，包括审查国家报告和其他信息来源，与政府对话者、民间

社会代表和其他有关方面举行会议，编写反映评价结果的详细国家

报告，参与起草关于框架公约不同方面的专题评注。 

出版物 

韦根·科查里安撰写了 40 多种出版物，包括十几本专著和教科书，其中有亚美

尼亚第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多年来，他先后担任《莫斯科国际法杂志》编委会成

员、《国家与法律》法律评论编委会成员、《欧亚法学期刊》编委会成员。 

获奖情况 

• 欧亚经济联盟最高理事会授予韦根·科查里安“欧亚经济联盟发展贡

献”勋章，表彰他在相应国际条约和条例方面所做的工作。 

• 2013 年，韦根·科查里安因其学术成就获得亚美尼亚政府授予的“教育

和科学杰出贡献”勋章。 

• 科查里安博士杰出的公务服务得到了欧洲委员会的认可，该委员会于

2017 年授予他“政府改革者”奖，表彰他对在亚美尼亚实施法律改革、

促进基本权利以及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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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科查里安先生精通英语、俄语、亚美尼亚语，并对法文有基本的了解。 

出版物清单 

1.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 

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Materials of conference devoted to 80th of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e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Yerevan, YSU Press, 2014), 409-430 pages. 

2. “The problem of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of nations’ self-

determination and non-use of force”, (Legality, N80, 2014), pages 53-58, 合著者: 

Meghryan Z. 

3. “Importance of the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anber, (Jurisprudence), 141.3, 

Yerevan, 2013), pages 56-65. 

4. “Problems of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combating 

discrimination and intolerance”, (Modern problems of improving legal regul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conference dedicated to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YSU 

faculty of law, Yerevan 2013), 145-159 pages. 

5. “The importance of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anber,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Jurisprudence), 141.3, Yerevan, 2013), 43-56 pages. 

6. “Criminal Law of RA / Special Part Textbook fo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ixth edition with changes and additions)”,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12), 合著者: Sergey Araqelyan, Ara Gabuzyan, Harutyun Khachikyan, 

Gagik Ghazinyan, Norik Maghaqyan, Anna Margaryan, Tigran Simonyan, 1009-

1038 pages。 

7. “The main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Collections of the conference materials, Yerevan 2012), 

pages 212-226. 

8.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ir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anber,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Scientific Journal (Jurisprudence), 138.3, Yerevan, 2012), pages 

59-78. 

9. “Criminal Law of RA / Special Part Textbook fo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经修改补充的第六版)”,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11), 合著
者: Sergey Araqelyan, Ara Gabuzyan, Harutyun Khachikyan, Gagik Ghazinyan, 

Norik Maghaqyan, Anna Margaryan, Tigran Simonyan, 1024-1055 pages. 

10. “Criminal Law of RA / Special Part Textbook fo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经修改补充的第四版)”,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11), 合著
者: Sergey Araqelyan, Ara Gabuzyan, Harutyun Khachikyan, Gagik Ghazinyan, 

Norik Maghaqyan, Anna Margaryan, Tigran Simonyan, 1045-1076 pages. 

11.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10), 208 pages. 

12.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llection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2nd edition (经补充修改)”,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10), 1087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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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https://regnum.ru/news/polit/1240480.html , 2010): 

14.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egal qualifi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rmenian World, No. 1 (16), Yerevan 2010), 

pages 44-45. 

15. “Formation of European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combating racism and 

intolerance”, (Lawyer օf Ukraine, No. 1, 2010), pages 44-49. 

16.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in the judicial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monitoring results)”, (Asoghik press, Yerevan 2009), co- authors: 

Ghazinyan G., Yengibaryan V., Harutyunyan A., Ghukasyan H., 220 pages 

17. “Armenian 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egal documents”, (Second edition, Yerevan 

2016), 208 pages. 

18.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categorization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its denial”, (Legality (scientific-practical and educational- 

methodical journal of the RA Prosecutor’s Office), Special Edition, No. 1, Yerevan, 

2015), 40-56 pages. 

19.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modern content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 

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principle of self- 

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nd problems of its implementation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collection of scientific articles, YSU Press, Yerevan 2009), pages 

5-28. 

20. “The dynamics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echanism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at the universal level”, (Agricultural and land 

law N2 (50), Law and state, Moscow 2009), pages 109-119. 

21.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f the scientific conference dedicated 

to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YSU faculty of law, YSU press, Yerevan 2008), pages 

99-108. 

22.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llection of educational 

materials”,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07), 492 pages. 

23. “Criminal Law of RA / Special Part Textbook fo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经修改补充的第三版)”,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07), 1011-

1039 pages. 

24. “The proble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aw in the ligh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State և Law, №3, Yerevan 

2007), pages 20-30. 

25. “Criminal Law of RA / Special Part Textbook fo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经修改补充的第二版)”,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06), 合著
者: Sergey Araqelyan, Ara Gabuzyan, Harutyun Khachikyan, Gagik Ghazinyan, 

Norik Maghaqyan, Anna Margaryan, Tigran Simonyan, 1009-1038 pages. 

26. ““Access to justice.European experience and Armenian issues”, (the Bar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Yerevan 2005), 合著者: Melikyan R., 96 

pages, 

27. “Basis of human development, Textbook for master students”, (Noyyan tapan press, 

Yerevan 2004), 合著者: N. Sahakyan, N. Yeghiazaryan, etc, 318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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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riminal Law of RA / Special Part Textbook fo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04), 合著者: Sergey Araqelyan, Ara 

Gabuzyan, Harutyun Khachikyan, Gagik Ghazinyan, Norik Maghaqyan, Anna 

Margaryan, Tigran Simonyan, 1009-1038 pages. 

29.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the contex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esaket, №11, 

Yerevan 2003), pages 2-6. 

30. “International law”, Textbook,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2002), 

502 pages. 

31. “Human rights and human development.Action for progres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Armenia 2000), 合著者 : Zorab Mnatsakanyan, Nune 

Yeghiazaryan, Gerasim Danielyan etc., 255 pages, 

32. “Problems in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us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 Russian Assoc.int. law, Saint Petersburg, Russia-

Neva, 2000), pages 103-108. 

33. “International law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Yerevan 1999), 191 pages. 

34.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gal protection of women’s and children’s 

rights”, (Collection of reports of the seminar on “Guarante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titution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Tigran Mets press, Yerevan 1997), pages 

21-34. 

35.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their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Tidings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Jurisprudence N2, Saint Petersburg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ges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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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哈迈德·拉腊巴(Ahmed Laraba)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21 年 3 月 2 日普通照会摘录 

  拉腊巴教授自 2012 年 11 月起担任享有盛誉的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他

是国际法、海事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方面的专家，并在阿尔及尔大学担任大学

荣誉教授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拥有长期而丰富的经验。 

  拉腊巴教授以阿尔及利亚政府法律顾问的身份干预了国际法院和其他

联合国机构的一些仲裁、争端和咨询意见。他目前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

统法律顾问一职。 

  阿尔及利亚政府高度重视国际法委员会在建设国际法方面发挥的基础

性作用，认为拉腊巴教授的学术知识和国际公认的专业经验将大大有助于该

委员会完成旨在逐步发展国际法和编纂国际法的工作。 

艾哈迈德·拉腊巴先生的简历 

国际法教授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 1969 年：法学学位 

• 1970 年：公法研究生文凭 

• 1985 年：国际法博士 

• 2012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 2016 年：连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活动 

 一. 教学 

• 阿尔及尔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 

• 阿尔及尔国家行政学院助理教授、教授(1971-2009 年)；高级治安法官学

院教授(2000-2007 年) 

•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法教授(2002-2005 年) 

• 国家安全研究所国际法教授(1989-2014 年) 

• 1998-2011年：里昂卢米埃大学法学和政治系客座教授(讲授国际合同法、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管辖权、国际法渊源、国家在国际法中的作用、国

际法的独创性) 

• 1998-1999 年：巴黎 X-Nanterre 大学和伊夫林圣昆廷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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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2001 年：蒙彼利埃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世贸组织法及其对各国国内

法的影响) 

• 2000-2001 年：马赛艾克斯大学客座教授(指导国际刑事法院研究博士生) 

• 2002-2003 年：巴黎 Pantheon-Sorbonne 大学法学系客座教授(讲授阿拉

伯国家国内法和国际法) 

• 1993-2000 年和 2004-2011 年：阿尔及尔大学法学系硕士竞赛评审团主

席(选修方向：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二. 研究 

• 国家版权及相关权利办公室前杂志《IBTIKAR》主编 

 三. 其他活动 

• 担任宪法修订专家委员会主席(2020 年 1 月 14 日)。 

• 担任选举制度法草案编写特设全国委员会主席(2020 年 9 月 19 日)。 

• 经联合国大会选举成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 作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法律顾问和干预者，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修建隔离墙的合法性问题在国际法院出庭(2004 年)。 

•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LESI-DIPENTA 公司诉阿尔及利亚的仲裁案

中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法律顾问(2003-2005 年)。 

•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LESI-DIPENTA 公司诉阿尔及利亚的仲裁案

中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法律顾问(自 2005 年 2 月起)。 

• 在丹麦 Maersk 公司诉阿尔及利亚的仲裁案中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

法律顾问(2009-2012 年)。 

• 在美国 Anadarko 公司诉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仲裁案中

担任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法律顾问(2009-2012 年)。 

• 作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成员出席许多外交会议(知识产权组织、非统组

织、阿拉伯联盟)。 

•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担任许多阿尔及利亚公有经济企业的法律咨询顾

问，如全国铁路协会、SONELGA，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和天然

气公司(1985-2010 年)。 

• 担任阿尔及利亚版权和相关权利办公室法律咨询顾问。 

• 担任国际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联合会法律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委员。 

• 里昂大学法学和政治系商业比较和国际法实验室准成员。 

• 马格里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法律咨询顾问(1995-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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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究和出版物 

• “Secess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70), high studies diploma thesis. 

• Introductory report at the symposium on African Union Organization (协作), 

SNED 1973. 

• “New notions and new law of the se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Algiers 

“International law and development”, OPU 1978. 

• “Delimitation of sea areas”, Algerian magazine of leg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RASJPE) 1978. 

• “Influence of principle of freedom on the classical law of the sea”, (RASJPE) 

1979. “Algeri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doctorate thesis, 1985. 

• Introductory report on the notion of “state of necessity” in the working 

seminar held by the law faculty of Algiers, December 1991. 

• “Chronic of conventional law”, magazine “IDARA” of ENA, Algiers, 1995. 

“Algerian reserved fishing area”, lettre juridique 1996. 

• Study on th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ase of the 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CICR, 1996 (在 BRUYL.ANT 上发表, 2005)。 

• “On the competencie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la lettre juridique 

1999. Study on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ESG, 2000. 

• “Initi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garding 

Mediterranean: competition or complementarity?”, Euromesco, 2007. 

• “Arbitration, mode of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the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persons” workshop of law 

Faculty of Algiers, June 2008, 

 五. 文学和艺术产权问题研究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Copyrights: competition or complementarity?”, Algiers, 1996. 

• “Legal system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perty in Algeria”, magazine 

IBTIKAR, 1997. “Copyrights in the Arab States”, magazine IBTIKAR, 1998. 

• “Legal system of the related rights”, workshop of the national Office of 

Copyrights and Related Rights of Algeria (ONDA), 2002. 

• “Legal system of computer program”, ONDA, 2003. 

• “Can we talk of Algerian jurisprudence relating to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perty rights?, ONDA, 2008.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frican Constitutions”, in Treaty of the Af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s/d) Maurice KAMTO (在 BRUYLANT 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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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根宽(Keun-Gwan Lee) (大韩民国) 

2020 年 12 月 16 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李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法学者，从事国际法研究近 30 年，目前在国

立首尔大学教授国际法。他拥有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和剑桥大学

国际法博士学位。此外，他出版了大量有关国际法的书籍和文章，其中许多

书籍和文章涉及国际法委员会的专题，详情参见所附简历。 

 李教授的专业学识涵盖国际法的众多领域，包括国际法的历史和理论、

国家继承法、海洋法和国际文化遗产法。他曾就这些国际法律问题在韩国、

美利坚合众国、日本、新加坡的多所知名大学以及海牙国际法学院举办讲座。

除了丰富的国际法知识以外，他还精通英文和法文。 

 李教授出类拔萃，不仅因为他在学术领域成就非凡，而且还因为他参加

过各种国际会议和谈判，积累了全面的实践经验。他与教科文组织在保护文

化财产方面开展密切合作，曾任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政府间委员会主席。

他还曾担任韩国国际法学会和亚洲国际法学会等多个学术机构的会长、副会

长和理事会成员。此外，他还曾为大韩民国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工作二十

余年，担任各类国际法律问题的顾问。 

 大韩民国政府相信，鉴于李教授专业学识广博，致力于国际法的逐渐发

展和编纂，他是这一重要职位的绝佳人选，将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做出重

大贡献。 

学历 

 国立首尔大学法律学院，法学学士，1986 年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1988 年 

 剑桥大学法学院，博士，1998 年 

 (博士论文：《后非殖民化时期的国家继承法，特别参考德国和前苏联》) 

专业经历 

 (1) 教学与研究 

 (a) 国内 

 大韩民国海军军官学校，1989-1992 年 

 建国大学，1998-2004 年 

 国立首尔大学法学院(2009 年更名，前称法律学院)，2004 年至今 

 首尔国际法学院，2016 和 2019 年 

 丽水海洋法学院，2014、2015 和 2019 年 



 A/76/62 

 

159/342 21-01250 

 

 (b) 国际 

 九州大学，2003-2004 年(建国大学学术休假期间) 

 夏威夷大学威廉·理查德森法学院，2005 年 1 月至 2 月(讲座) 

 新加坡国立大学，2007 年 1 月至 2 月(亚洲法律学会访问研究员)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2007 年 2 月(讲座) 

 海牙国际法学院，2010 年 7 月至 8 月(研究主任) 

 国际教养大学，2012 年 2 月(讲座) 

 海牙国际法学院，2018 年 7 月(专题讲座) 

 洪堡大学，博士生院研究小组(国际法治)，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2 月(高级

研究员) 

 (2) 大学行政管理 

 国立首尔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2005-2007 年 

 国立首尔大学规划与协调办公室副院长，2008-2010 年 

 国立首尔大学规划与协调办公室院长兼代理副校长，2016-2018 年  

 (3) 学术团体活动 

 首尔国际法学院院长，2011 年至今 

 韩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2012 年 

 亚洲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成员，2013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学会副会长，2019 年至今 

 韩国国际法学会会长，2021 年 

 (4) 与国际组织有关的活动 

 2003 年至今，以韩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以下活动： 

  ㈠ 参加关于通过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 2005 年《文

化多样性公约》的各类国际会议 

  ㈡ 参加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以及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公约》和统法协会《1995 年公约》相关会议 

 担任教科文组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政府间委员会主席，2012-2014 年 

 在国际法委员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论文，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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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为韩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过去 20 年就国际法重要问题积极向韩国外交部提供咨询意见，包括担任：

外奎章阁手稿归还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2007-2010 年 

 独岛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2011 年至今 

 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2018 年至今 

语言 

 韩语(母语)； 

 英语、法语和日语(流利)； 

 汉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俄语(阅读水平) 

出版物 

“The Break-up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State Succession -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ts External Debt” (韩文), Ilkam Law Review vol. 3 (1998), pp. 263-281 

“New Tendencie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韩文),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6, no. 2 (1999), pp. 185-218 

“Equitable Principles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Positivism”,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27 (1999), pp. 129-168  

“On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Agreement on Reconciliation, Non-Aggression an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Korea” (韩文), Ilkam Law 

Review, vol. 4 (1999), pp. 163-186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Korean Practice Relating to Communications Submitted 

Under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韩文),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ol. 3 (2000), pp. 35-65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Korea”, Dokkyo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13 (2000), pp.105-

122  

“International Law as a Discourse of Exclusionary Politics? - A Critique fro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Ilkam Law Review, vol. 6 (2001), pp. 57-73  

“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 A Critique of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韩文), Kim Dong-Choon (ed.), In Search of a New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in East Asia (Seoul: Samin, 2002), pp. 56-78 

“The 1876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A Reappraisal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raditional East Asian Order”,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1, 

no. 1 (2004), pp. 57-79 

“La traduction et la circulation des term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n Asie orientale”, 

Ebisu-Étude japonaise, No. 33 (2004), pp. 17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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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n Equitable Resolution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2004), pp. 50-83 

“An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Who Will Assume Governing Authority over the 

Territory of North Korea in Case of its Sudden Collapse” (韩文), in Shim Ji-Yeon and 

Kim Il-Young (eds.), Korea-USA Alliance at 50: Legal Questions and Its Prospects 

(Seoul: Baeksan, 2004), pp. 277-315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2001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2 No. 2 (2005), pp. 107-137 

“The Academic Legacy of Prof. Lee Han-Key Revisited -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is Work on the Re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East Asia” ( 韩文 ),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2, no. 1 (2005), pp. 57-83 

A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合著), (Seoul: 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e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Korea and Taiwan (1992)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Treaty Relations” (韩文), Seoul Law Journal, vol. 47, no. 2 (2006), 

pp. 253-286 

“Normative Effects of ‘View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韩文),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3, no. 1 (2006), pp. 1-27 

“A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韩文),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26 (2007), pp. 21-5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1951) and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Italy (1947) -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with the Questions of 

“Claims” (韩文),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Issues in Korean-Japanese Relations 

- From the Point of International Law (Seoul: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2008), pp. 307-372 

“Trope of a Sovereign State: Treaty-Making by Korea from 1876-1899”,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vol. 11, no. 3 (2008), pp. 11-36 

“A Declaration of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ace 

Regime - Their International Legal Implications” (韩文), Seoul Law Journal, vol. 

49, no. 2 (2008), pp. 164-192 

“A Study on the Question of State Succes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Post-

1948 Period” (韩文),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6 no. 1 (2009), pp. 

143-166 

“From Monadic Sovereignty to Civitas Maxima: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Lack of) 

Interfac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National Constitutions in East 

Asi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5, no. 1 (2010), pp. 155-179 

“A Critique of the Law of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fro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韩

文),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7, no. 1 (2010), pp. 1-27 

“The Boundary between Unified Korea and China from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韩文),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9, no. 4 (2010), pp.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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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Developments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rom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in Myron Nordquist and John Norton Moore (eds.), 

Maritime Border Diplomacy (Martinus Nijhoff, 2012) 

“The Question of Senkaku/Diaoyu Island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okdo/Takeshima Problem” (韩文),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9, no. 2 (2012), pp. 1-38 

“The Question of Individual Claims of the Korean Victims of Forced Labour under the 

1965 Claims Settlement Agreement from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 A Critique of 

the Korean Supreme Court’s Judgments (2012)” (韩文), Seoul Law Journal, vol. 54 no. 

3 (2013), pp. 327-391 

The Opening of the Arctic Sea Route and International Law (韩文) (Korea Maritime 

Institute, 2013) 

“The Principle of Judicial Self-Restraint in Foreign Affair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韩文),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0, no. 2 (2013), pp. 25-71 

“An Enquiry into the Palimpsestic Nature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East Asia”, 

Christine Chinkin and Freya Baetens (eds.), Sovereignty, Statehood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Honour of James Craw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e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ICC Statute in Korea”,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2, no. 2 (2015), pp. 57-79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Wolff’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s of ‘Civitats Maxima’ and Voluntary International Law”, (韩

文),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46 (2017), pp. 83-107  

“International Law in a Transcivilizational World. By Onuma Yasuak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7. xx + 711 pp.” (书评),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87 (2018), pp. 292-295 

“Asia”, Francesco Francioni & Ana Filipa Vrdoljak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ch. 35  

“Recalibrating the Conception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Law”, 70 Year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wing a 

Balance for the Future (Brill, 2020) 

  



 A/76/62 

 

163/342 21-01250 

 

  维拉婉·曼卡拉塔那坤(Vilawan Mangklatanakul) (泰国) 

 条约和法律事务司司长维拉婉·曼卡拉塔那坤博士是一名职业外交官，自

1995 年以来一直在泰王国外交部工作。她在外交和国家豁免、条约法、知识产权、

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重要领域积累了专业知识。此外，她还密切关注非诉讼争议

解决和气候变化国际法问题。 

 维拉婉博士是一名积极的实践者，在外交和国家豁免问题上拥有丰富经验，

从为国内外司法管辖案件提供咨询意见，到起草关于给予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参

会者特权和豁免的国内立法，不一而足。在区域层面，她积极参与了东南亚国家

联盟(东盟)的特权和豁免协定谈判。 

 维拉婉博士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促进国际

法的发展，特别是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贸发会议)框架下促进国际法的发展。随着泰国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在关

于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改革的全球倡议中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她在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工作组所做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 

 维拉婉博士是泰王国政府法律团队的重要一员，参与处理各种国际争端，包

括参与国际法院受理的请求解释对柏威夏寺案所作判决案、世界贸易组织受理的

“泰国对进口自菲律宾的香烟的关税及财政措施”和“泰国对糖的补贴措施”

争端解决案，以及泰国的投资人与国家之间的仲裁案件。她还参与了《东盟宪章

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日本-泰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争端解决章节以及泰国与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维拉婉博士凭借其在争端解决领域的专业知

识，成功倡导成立了泰国国际投资保护委员会，对投资仲裁案件进行制度化管理。  

 她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的经验也使她密切关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使用、环境

问题等相关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国际法各领域的关系。维拉婉博士担任国内多个

国家委员会成员。她是泰国海洋法和海洋边界委员会成员，负责审议本国涉及海

洋法的政策，包括审议气候变化及其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以及法律界可以为解决

环境问题采取何种行动等重要问题。 

 在学术界，维拉婉博士广泛讲授国际法，主题涵盖条约法、国际贸易、投资

和争议解决。她经常受邀在各类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就《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和国际投资问题发言。她目前是泰国仲裁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出生日期： 1964 年 7 月 13 日 

现任职务： 泰王国外交部条约和法律事务司司长 

学历 

1987 年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法学学士 

1989 年  联合王国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国际商法) 

1997 年  联合王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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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经历 

2019 年至今 条约和法律事务司司长 

2018 年  国际经济事务司司长 

2015 年  条约和法律事务司副司长 

2014 年  政策与规划办公室主任 

2013 年  条约和法律事务司法律事务处处长 

2011 年  条约和法律事务司国际法律发展处处长 

2008 年  国际经济事务司秘书 

2008 年  国际经济事务司国际经济政策处法律顾问 

2005 年  条约和法律事务司国际法律发展处法律顾问 

其他职务 

2020 年至今 泰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影响问题议会委员

会顾问 

2019 年至今 反洗钱委员会成员 

2019 年至今 马来西亚-泰国联合管理局理事会成员 

2018 年至今 泰国仲裁中心董事会成员 

2006 年至今 多所顶尖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项目共同导师/论文评审人 

1994 年至今 朱拉隆功大学和法政大学等多所泰国顶尖大学的国际法客座讲师 

2003-2008 年 泰国中央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助理法官 

国际会议和谈判： 

– 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2  首次高官会共同主席，泰

国曼谷，2019 年 7 月 29 日； 

– “超越国际投资协定：通过第三阶段改革促进一致性”2018 年国际投

资协定高级别会议共同主席，贸发会议世界投资论坛，瑞士日内瓦，2018

年 10 月 24 日； 

–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泰国代表团团长，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

斯比港，2018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 

__________________ 

 2 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是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三河流域五国(柬

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泰国和越南)间的合作框架。该战略由泰国于 2003 年发起，

旨在缩小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可持续增长。该战略的发展伙伴包括日本、韩国、

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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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印度洋联盟高官委员会第八次半年度会议泰国代表团团长，南非德班，

2018 年 7 月 30 日至 31 日； 

– 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第三十四届会议泰国代表团团长，奥地利维也

纳，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五十六届年会副主席，肯尼亚内罗毕，2017 年 5 月

1 日至 5 日；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五十五届年会泰国代表团团长，印度新德里，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20 日； 

– 泰国与匈牙利引渡条约谈判泰国代表团团长，泰国曼谷，2016 年 4 月

27 日至 28 日； 

– 泰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与科威特、泰国与蒙古双边投资促进和

保护协定谈判首席谈判代表，2008-2013 年； 

– 东盟高级别法律专家小组会议法律干事，2008 年 7 月至 2012 年； 

– 泰国与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争端解决章节首席谈判代表，2002-

2004 年；泰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首席谈判代表，2004-2005 年；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工作组第三十九届会议报

告员，联合国，奥地利维也纳，2003 年 11 月 10 日至 14 日；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五届年会副主席，联合

国，美国纽约，2002 年 6 月 17 日至 28 日；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代表，重点参加第二工作组(仲

裁)和第四工作组(电子商务)工作，1996-2002 年。 

部分学术著作： 

– “Thailand’s First Treaty Arbitration: Gain from Pain, 2011”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s: Prevention and Alternatives to Arbitration II, Proceedings of the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and UNCTAD  Joint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held on 29 

March 2010 in Lexington, Virginia, USA, UNCTAD, 2011, pp. 81-86; 

– “From Colo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From FCN (Treaties) to BIT: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Saranrom Magazine Vol. 67, 2010, pp. 75-

78; 

– Study and Analysis of FTA: Legal Implication and Enforcement , prepared for 

the Bank of Thailand, 2010;  

– “Appellate Body and the role of judicial activism: necessity or choice?”, Liber 

Amicorum in honnour of Professor Dr. Arun Panupong , Faculty of Law, 

Thammasat University, 2007, pp. 324-330; 

– Study of three UN Conventions: Research on Legal Structure for developing 

Strategic Cluster Partnerships,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gency of Thailan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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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ailand, 2005;  

– “UN Convention on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6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Cent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urt of 

Thailand, 2003, pp. 207-219.  

会议/讲习班/研讨会： 

– 演讲人，“COVID 法律讨论会——COVID-19 之后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

投资机会”，Asiajuris 系列网络研讨会，2020 年 9 月 21 日； 

– 讨论嘉宾，“各国政府的 COVID-19 对策以及这些对策与现行国际投资

法律制度的相互作用”、“谋划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

制度改革的未来”，第十三届发展中国家投资谈判代表年度论坛网络研

讨会，由泰王国外交部国际经济事务司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共同主

办，2020 年 9 月 3 日； 

– 主持人，“关于缺乏可预测性、正确性和一致性的小组讨论”，投资人

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改革闭会期间区域会议，由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中心和大韩民国政府组织，大韩民国仁川，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日；  

– 讨论嘉宾，“法治——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东盟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发挥

吸引贸易和投资的作用”，由东盟法律协会和东盟首席大法官理事会共

同主办，新加坡，2018 年 7 月 25 日至 28 日； 

– 演讲人，“双边投资条约‘挑选国籍’问题：泰国与跨国企业”，2016

年贸易和发展区域论坛——亚洲的可持续贸易和投资，由国际贸易与发

展学会组织，瑞士日内瓦，2016 年 9 月 28 日至 30 日； 

– 演讲人，“关于《销售公约》的小组讨论：实施进展和问题”，“《销售

公约》35 年：成就与展望”研讨会，由贸易法委员会和新加坡政府组织，

新加坡，2015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 

– 演讲人，“推进国际投资争议调解工作”，美国国际法学会第一百零七

届年会，美国华盛顿特区，2013 年 4 月 3 日至 6 日； 

– 主持人，欧盟投资管理体制下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研讨会，由泰国

外交部、泰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和泰国驻欧盟代表团组织，泰国曼谷，

2013 年 3 月 27 日； 

– 演讲人，“《东盟综合投资协定》是否为国际投资协定注入新内容？《东

盟综合投资协定》的技术方面和执行计划”，东盟-经合组织投资政策会

议，由东盟秘书处主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2010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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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嘉宾，“利益攸关方的投资仲裁和争议解决经验——陷阱与成功”，

国际投资法律和非诉讼争议解决联合讨论会，由贸发会议和华盛顿与李

大学法学院组织，美国弗吉尼亚莱克星顿，2010 年 3 月 29 日； 

– 主旨演讲人，“泰国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方面的经验”；评论人，

“征用”专题，亚太经合组织-贸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国际投资协

定核心内容区域培训课程，由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贸发会议秘书处和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组织，马来西亚吉隆坡，2009 年 6 月 15 日

至 19 日； 

– 演讲人/讨论人，“投资自由化的要素”，发展中国家投资谈判人员论

坛，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与全球化中心共同主办，新加坡，2007 年 10 月 1 日至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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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门特·朱利叶斯·马沙姆巴(Clement Julius Mashamba) (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克莱门特·朱利叶斯·马沙姆巴博士现任坦桑尼亚伊林加大学法学助理高级

讲师/教授，坦桑尼亚圣奥古斯丁大学兼职法学高级讲师，坦桑尼亚高等法院辩护

律师。马沙姆巴博士作为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成员的第二个也是

最后一个五年任期将于 2021 年 2 月底届满。他也是坦桑尼亚和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南共体)区域认可仲裁员。 

 马沙姆巴博士品德高尚，以公正诚信闻名。他拥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任命

最高司法职位所需的资格，是国际法治和人权的坚定捍卫者。他在国际法相关领

域，如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仲裁、国际争端解决和国际人权法等领域具有公认

能力，并拥有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相关专业法律方面的丰富经验。 

 除了获得国际认可的法律专业培训和学术资格外，马沙姆巴博士还在国际法、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以及在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实际诉讼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事实上，作为一名来自普通法法系的合格律师，他不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而且是东非地区和非洲联盟的杰出法律专家/执业人员之一。他拥有许多头衔和学

术成就。他拥有国际比较少年司法博士学位，是上述领域的专家。他在博士论文

中以南非和坦桑尼亚为案例，研究了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非洲儿童权

利与福利宪章》的背景下将国际少年司法标准纳入非洲等问题。除了拥有法学学

士和法学硕士学位外，马沙姆巴博士还持有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加拿大国际人

权基金会(现为 Equitas)和丹麦哥本哈根丹麦人权研究所颁发的人权法证书。他还

持有丹麦哥本哈根开发署研究金中心/米罗咨询中心颁发的冲突管理高级证书。 

 马沙姆巴博士自1990年代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毕业以来一直担任法律顾问，

这是他的一项主要专业活动。除了在坦桑尼亚、东非和非洲法院担任辩护律师外，

他还曾担任坦桑尼亚总检察长(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7 月)。 

 在此期间，马沙姆巴博士在国内国际法院和法庭代表私人客户和坦桑尼亚政

府，处理与国际仲裁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国际人权法、国际法、雇佣和劳资

关系、宪法和行政法、少年司法和儿童权利、性别公正等有关的事项。 

 马沙姆巴博士还在坦桑尼亚的几所大学教授国际公法、国际人权法和诉讼、

国际争端解决、国际人道法、国际儿童权利法、国际仲裁、就业和劳动法、家庭

法、国际投资法。他还在以下大学担任法学硕士和博士生的外部考官：南非开普

敦贝尔维尔的西开普大学、南非黑尔堡大学、坦桑尼亚开放大学、坦桑尼亚鲁阿

哈天主教大学、坦桑尼亚圣奥古斯丁大学。 

 除了担任法律顾问和法学讲师外，马沙姆巴博士还是南部非洲仲裁基金会和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持下的联合仲裁员小组的成员，也是坦桑尼亚仲裁员研究

所下属仲裁员小组的成员。他于 2010 年 7 月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担任埃塞俄比

亚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还是以下专业协会

的成员：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坦桑尼亚分会)准成员(自 2014 年 9 月起)；非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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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和忽视网络(坦桑尼亚分会)成员(自 2016 年 9 月至今)；欺

诈研究和调查中心董事会成员(自 2016 年 10 月至今)；《坦噶尼喀法学会法律报

告》助理编辑(自 2016 年至今)；非洲妇女参与法律和发展协会(坦桑尼亚分会)董

事会成员(自 2020 年 12 月至今)。 

 最后，马沙姆巴博士在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包括

担任主席团报告员、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和儿童司法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博茨瓦纳、

布隆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在

市一级纳入和实施国际儿童权利规范问题的特别联络人。马沙姆巴博士曾多次担

任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派往缔约国和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代表

团的成员或团长、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班珠尔委员会”)、非洲人权和民

族权法院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联络人。这些任务的一些显著成就是：通

过由班珠尔委员会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联合编写的关于在非

洲结束童婚现象的联合一般性意见；修订《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将非洲儿

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从一个五年延长到两个五年。 

 马沙姆巴博士精通英语，表达流利。他的专业法律实践和出版的许多著作都

反映了这一点。马沙姆巴博士是联合国会员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国民，没有任何

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认可马沙姆巴博士为国际法委员会候

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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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亚斯·马夫罗伊亚尼斯(Andreas D. Mavroyiannis) (塞浦路斯) 

2021 年 1 月 12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安德烈亚斯·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现任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

国代表，正如随函所附简历所示，他在国际法领域拥有丰富的学术和实践经

验，是委员会委员极有资格的候选人。 

 塞浦路斯政府相信，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可以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重要

贡献，进一步阐述经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所权威界定和巩固的基本法律

概念。 

简历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是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自 2019 年 7 月起担任这

一职位。此前他还曾在 2003 年至 2008 年担任过这一职位。同时，他依然保留自

2013 年 9 月以来担任的塞浦路斯和平进程首席谈判代表的职能。马夫罗伊亚尼

斯大使还兼任塞浦路斯弗雷德里克大学国际公法兼职教授。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自出任现职以来，担任过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行政和预

算委员会(第五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刑事法院新检察官选举委员会副主席。他上任

后还当选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此前他曾担任过这一职位。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在 2003 年至 2008 年首次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曾

任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副主席(2007-2008 年)、大会主席任命的安全理事会

改革协调人、一个安全理事会改革总体进程的主席。他在任内担任东道国关系委

员会主席，并主持了多场联合国会议(包括宪章委员会会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第十四次缔约国会议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次缔约国会议)。

他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团，并担任独立

监督机制的首位协调人。他是塞浦路斯提名的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2016-

17 年)主席职位候选人。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在法律事务方面有着长期的实践和学术经验，先后获得

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法律本科文凭(1980 年)和巴黎第二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

(1982 年)。1984 年，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获得海牙国际法学院文凭。1985 年，他

参加了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研究主题是“对环境进行国际保护，使其免受

越境污染”。1988 年至 1992 年，他担任欧洲委员会法律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代

表塞浦路斯出席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牙买加，

1989 年)。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自 2018 年起担任塞浦路斯弗雷德里克大学国际公法兼

职教授，在法律、哲学、政治学、欧盟事务领域的学术期刊、评论刊物和报纸上

发表了大量文章。他是欧洲公法研究会成员、欧洲法律和治理学院董事会成员。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 1987 年加入外交部，在漫长的外交官生涯中担任过许

多重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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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 月，他担任塞浦路斯总统负责欧洲事务副部长，其

职责包括全面负责 2012 年下半年塞浦路斯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筹

备和运作事宜、担任塞浦路斯政府驻欧盟机构代表、主持欧洲联盟理事会组建工

作以及代表轮值主席国和欧盟理事会出席欧洲议会。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在被任命为负责协调塞浦路斯首次担任欧洲联盟轮值

主席国的部长级代表前，曾于 2008 年至 2011 年担任塞浦路斯常驻欧洲联盟代表。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他担任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常务

秘书，主管所有对外关系问题，这一职位在外交部门中的级别仅次于外交部长。 

 2013 年 9 月，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被塞浦路斯总统任命为塞浦路斯和平进

程总统首席谈判代表，该进程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塞浦路斯斡旋任务的框架内进行

的。其职责包括就一些问题特别是宪法事务和治理问题进行谈判，设计专门的财

产制度，为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者提供补救，并就法律和政治上的众多其他复

杂问题进行谈判。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之所以被委以重任，负责为解决塞浦路斯

问题献计献策，是因为他长期参与处理这一问题，积累了大量经验，特别是在 2003

年至 2008 年期间担任塞浦路斯和平进程希族塞人谈判小组成员。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在 1995 年至 1997 年以及 2002 年至 2003 年期间曾两次

担任塞浦路斯外长办公厅主任。他在 1999 年至 2002 年任驻法国大使，1997 年至

1999 年任驻爱尔兰大使。此外，他曾任驻安道尔公国、突尼斯、摩洛哥、巴西的

非常驻大使，并曾任驻圣卢西亚、格林纳达、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高级专员。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还获得巴黎第二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84 年)和巴黎

第十大学政治社会学博士学位(1985 年)。 

 2015 年，他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国家荣誉勋位勋章(军官勋章)。2013 年，他

被授予罗马尼亚外交荣誉勋位大军官勋章。 

 马夫罗伊亚尼斯大使 1956 年出生于塞浦路斯，精通希腊语、法语和英语，

掌握基础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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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万·明加尚(Ivon Mingashang) (刚果民主共和国) 

[原件：英文和法文] 

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团 2021 年 4 月 12 日普通照会摘录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支持司法学博士、金沙萨大学教授、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法学和犯罪学系客座教授伊万·明加尚教授的候选人资格，因为刚果民

主共和国政府相信，他拥有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适用国际法的丰富经验，将有

助于传播和促进国际法委员会开展工作并完成任务。 

简历 

参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任期：2023-2027 年 

 一. 学历 

•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公法专业司法学博士，2008 年 

• 索尔维布鲁塞尔经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行政硕士学位，2010 年 7 月 

• 欧洲法律理论学院(布鲁塞尔天主教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学院)法律理论

和哲学硕士学位，2008 年 

•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高级研究生文凭，2003 年 

•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公法专业研究生文凭，2002 年 

• 金沙萨天主教学院(现刚果天主教大学)哲学学位，1998 年 

• 金沙萨大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学位，1995 年 

 二. 专业资格 

 A. 研究领域 

• 一般国际公法(特别是对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国际责任的规定) 

• 武装冲突法 

•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法律问题 

• 非洲国际关系 

• 法理与法律哲学(法学批评概念化) 

 B. 自 2010 年以来，在金沙萨大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他几所大学担任教授所讲授

的课程： 

• 国际公法(金沙萨大学、戈马大学) 

• 国际组织法(戈马大学、基奎特大学、金沙萨威廉·布斯大学、开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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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道主义法(金沙萨大学、基奎特大学、戈马大学、马塔迪大学) 

• 非洲国际关系(戈马大学)、非洲共同体法(戈马大学)、法律哲学(金沙萨

大学) 

• 律师和治安法官道德规范(金沙萨大学) 

• 国际安全法(开赛大学、戈马大学)、一般税法(基奎特大学、戈马大学) 

• 国际税法(基奎特大学、戈马大学)、国际法研究方法(金沙萨大学) 

• 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基奎特大学) 

 C. 自 2020 年以来担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学与犯罪学系客座教授： 

• 指导撰写国际法毕业论文 

• 国际法毕业论文考试委员会成员 

 D. 指导撰写国际法论文 

 1. 作为论文导师： 

• Christian Tshiamala wa Tshiamala, “De l'exercice par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de sa compétence répressive dans le contexte du développement de 

l'ordre environnemental international : vers un nouveau paradigme écologique”. 

• Sylvain Lumu Mbaya, “Le droit des élection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contexte 

africain : Esquisse des enjeux et perspectives à l’aune des expériences 

comparées”. 

• Roger Mvita, “La notion de ‘autres actes inhumains’ envisagée au regard du 

principe de la légal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 

• Phuati Nsuami Rigobert,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 Des critères de 

recevabilité à la réalité juridique congolaise”, 该论文由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

金沙萨大学联合指导。 

 2. 作为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 

• François Bokona Wiipa Bondjali, “Pour un nouveau paradigme de gouvernance 

des eaux du bassin du Congo : Contribution à la réflexion sur la requalification 

de l’hydro-solidarité et ses implication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 Aubin Minaku Ndjalandjoko, “À la recherche d’un mécanisme efficient de 

poursuite et de répression des crimes internationaux perpétrés en RDC”. 

• Zangisi, “Le délai raisonnable en procédure civile congolaise”. 

• Jean-Paul Mukolo Nkokesha, “Justiciabilité des droi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ans le contexte africain des systèmes de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n 

République sud-africaine et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 Espoir Masamanki Iziri, “Réflexions sur les conditions d’opérationnalisation 

de la répression du crime d'agression par les juridictions pénales éta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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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e Bernard Mubadi Engo, “Impératif du renouveau paradigmatique en vue 

d’un système efficient de protection des enfants en droit congolais”. 

 3. 作为考试委员会一员： 

• François Bokona Wiipa Bondjali,“Pour un nouveau paradigme de gouvernance 

des eaux du bassin du Congo : Contribution à la réflexion sur la requalification 

de l’hydro-solidarité et ses implications en droit international”，金沙萨大学

法学院，2018 年(考试委员会主席)。 

• Claver Tshizubu Kazadi, “Contribution à l’efficacité des règles de droit 

foncier en RDC : Pour une gestion cohérente du sol et de ses ressources”(考

试委员会秘书)。 

• Samba Mukiramfi, “Le recours à la force dans le cadre de la brigade 

d’intervention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 Entre imposition de 

la paix et maintien de la paix ‘robuste’ ”(考试委员会主席)。 

• Laurent Okitanembo, “La stabilité juridique dans les contrats d’État au regard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Une étude à la lumière de l’ordre public congolais” 

(考试委员会主席)。 

• Camille Ngoma, “La représentation pondérée des États dans les organisations 

interafricaines:Cas des institutions d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en eau transfrontalières 

du bassin du Congo”(考试委员会主席)。 

 E. 在国际法领域获得的奖项包括： 

• 查尔斯·卢梭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获奖，蒙特利尔，2001 年 

• 国际法与恐怖主义问题沃尔特斯奖，布鲁塞尔律师事务所，2006 年 

 F. 专长领域 

• 1998 年以来在金沙萨-根贝律师事务所(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律师 

• 自 2009 年以来在布鲁塞尔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 自 2019 年以来担任尤里卡律师事务所总经理、ELF-SCPA 律师专业伙

伴关系成员 

• 2015-2017 年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关于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刚果民

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第二阶段，赔偿)中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诉状起草

小组的法律顾问 

• 自 2020 年 12 月起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关于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刚

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第二阶段，赔偿)中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共

同代理人和法律顾问 

• 2018 年 9 月，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任的专家，负责在中非共和国班

吉培训国际人道主义法教师 

• 2001 年，在日内瓦参加国际法委员会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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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7 月，在日内瓦国际和平研究所实习 

• 2002-2008 年，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中心研究员 

• 1999 年 4 月，作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

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 

 三. 研究和出版物 

 A. 书籍 

 l. 已出版 

• Ivon Mingashang and Jean-Paul Segihobe, eds., Du droit à l’économie et de 

l’économie au droit : Retour sur certains pans de l'engagement du Doyen 

Grégoire Bakandeja dans la pratique du droit (Brussels, Bruylant, Collection : 

Droit/economie internationale, 2019), 714 pp.  

• Ivon Mingashang, ed., La responsabilité du juriste face aux manifestations de 

la crise dans la société contemporaine :  Un regard croisé autour de la pratique 

du droit par le professeur Auguste Mampuya  (Brussels, Bruylant, Collection : 

Droit international, 2018) 1,084 pp. 

• Ivon Mingashang, Jean-Paul Mwanza Kambongo and Jean-Jacques Tshiamala 

wa Tshiamala, eds., “Instruments juridiques internationaux”, “Dispositions à 

caractère constitutionnel”, “Législation-cadre et Règlements” and “Décisions 

de principe des organes ordinaux”, in Bréviaire de l’avocat congolais, 1st ed. 

(Kinshasa, MédiasPaul, 2017), 578 pp.  

• Ivon Mingashang, ed., Des actes et des paroles en l’honneur de l’éméritat du 

professeur Auguste Mampuya K. T (Kinshas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in Africa, MédiasPaul, 2017), 144 pp.  

• Ivon Mingashang, ed., Enjeux et défis de la justice pénale internationale à la 

lumière des conflits armés en Afrique :  Actes de la matinée scientifique 

organisée dans la salle des promo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Kinshasa, samedi 23 

aout 2014 (Kinshas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in Africa, 2014), 110 pp.  

 2. 即将出版 

• Ivon Mingashang and Fidele Zegbe, eds., Introduction au débat sur la 

méthodologie de recherche en sciences juridiques (Larcier, 2021). 

• Jean-Paul Segihobe and Ivon Mingashang, eds., Le droit pénal entre douleur 

et enchantement dans le contexte contemporain :  Liber amicorum doyen 

Raphael Nyabirungu (Bruylant, 2021). 

 3. 即将完成 

• “La déconstruction du discours des évidences sur le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en Afrique : Débat et perspectives sur les enjeux sur la croissance 

du continent” 

• “Théorie et pratique sur le pouvoir du Parlement congolais dans le processus 

d’engagement juridique de l’État au plan international”  

• “Principaux aspect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applicable au contexte des conflits 

armes” 



A/76/62  

 

21-01250 176/342 

 

• “État du droit positif et de nouvelles tendances”  

• “L’impense du discours sur la crise de l’État moderne en Afrique à l’aune de 

la grammaire plurielle de s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 “Principes et règles de la fiscalité applicables au régime d’imposition en droit 

congolais : Essaie d’élucidation de la logique et paradoxes internes au système”  

• “Le vrai visage du discours juridique contemporain au miroir de la critique 

philosophique” 

• “Les acteurs du rituel judiciaire en situation Essai d’approche herméneutique 

sur de règles et usages de la profession d'avocats en R. D. Congo”  

•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fricaines” 

 B. 文章和投稿 

 1. 已发表 

• “Belligérant”, “Crime de guerre” and “État” in  Dictionnaire d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Valere Ndior, ed. (Paris, Pedone, 2021), pp. 81–83, pp. 157–

159 and pp. 232–234, respectively. 

• Ivon Mingashang, Guy-Prosper Djuma Bilali Lokema and Jean-Paul Mwanza 

Kamb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in  Enforcement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wards, 2nd ed., Julien Fouret, ed. (Globe Law and 

Business, 2020), pp. 295–316.  

• “L’évaluation critique du cadre juridique applicable à l'impératif de la lune 

contre les manipulations climatopiques en temps de guerre”, in  Droit(s) et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Daniel Dormoy and Camille Kuyu, eds. (Les 

éditions du Net, 2020), pp. 181–213. 

• “Le mirage conceptuel du discours su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à travers les 

tentatives de réforme du système fiscal congolais”, in  Du droit à l’économie 

et de l’économie au droit : Retour sur certains pans de l’engagement du 

Doyen Grégoire Bakandeja dans la pratique du droit, Ivon Mingashang and 

Jean-Paul Segihobe, eds. (Brussels, Bruylant, 2019), pp. 275–336.  

• “Essai de réflexion théorique sur les enjeux et perspectives inhérents à la 

crise du modèle étatique westphalien au tournant de la post-modernité” in La 

responsabilité du juriste face aux manifestations de la crise dans la société 

contemporaine : Un regard croisé autour de la pratique du droit par le 

professeur Auguste Mampuya, Ivon Mingashang, ed. (Brussels, Bruylant, 

Collection : Droit international, 2018) pp. 97–147.  

• “Pour un renouveau du discours juridique dans un « monde cassé ! »” in  La 

responsabilité du juriste face aux manifestations de la crise dans la société 

contemporaine : Un regard croisé autour de la pratique du droit par le  

professeur Auguste Mampuya, Ivon Mingashang, ed. (Brussels, Bruylant, 

Collection : Droit international, 2018) pp. 1–7. 

• “L’immigration dans le contexte de la mondialisation peut-elle contribuer au 

vrai dialogue de cultures ?” in Boerger, A., et al., eds., Transferts des savoirs, 

savoirs des pratiques : Production et mobilisation des savoirs pour une 

communauté inclusive (Laval, Lav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9–98.  

• “La mobilisation de l’argument du procès équitable dans le cadre d’une 

défense devant les cours et tribunaux congolais”, 欧洲联盟司法改革支持计
划框架内的律师培训研讨会，2014年4月29日，经编辑作为科学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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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La Grande Bibliothèque du Droit, 2014年11月, 可查阅 

lagbd.org/index.php/La_mobilisation_de_l%27argument_du_proc%C3%A8s_%C3

%A9quitable_dans_le_cadre_d%27une_d%C3%A9fense_devant_les_cours_et_tribu

naux_congolais_(int)_(cd). 

• “La réception du modèle sémiotique de narrativité dans le champ de la théorie 

contemporaine du droit”, in Philosophie et espérance : La transcendance au 

cœur de l’espérance humaine. Mélanges offerts au professeur émérite Abbé 

Hippolite Ngimbie Nseka, Mabasi, F., ed. (Kinshas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Congo, 2013), pp. 449–460.  

• “De la juridicisation du politique à travers la réception du paradigme de l'état 

de droit dans les constitutions africaines : Cas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Cahiers africains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e la démocratie, 

seventeenth year, vol. 1, No. 039 (June–April 2013), pp. 19–41.  

• “La liberté de circulation des personnes sur le plan international à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entre les acquis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les contraintes de la 

souveraineté étatique”, in Mobilités et migrations : Figures et enjeux 

contemporains. Pluralité des regards et des discipline (Paris, L'Harmattan, 

2012), pp. 205–220.  

• “Les contraintes épistémologiques inhérentes à la conception de l’État de droit en 

tant que paradigme constitutif de la démocratie contemporaine”, Cahiers 

africains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e la démocratie, sixteenth year, vol. l, No. 

036 (July–September 2012). 

• “Heurs et mal-heur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a lumière de la crise sécuritaire en 

R.D.C. (Première partie)” in Le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épreuve des enjeux 

sécuritaires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 Actes des Journées 

scientifiques du Départemen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Université de Kinshasa, 3 et 4 

décembre 2010, Greg Basue Babu Kazadi, ed. (Kinshasa, University of Kinshasa 

Press, 2012). 

 2. 即将发表 

• “Des ombres et lumières sur le débat méthodologique en sciences du droit”, 

in Introduction au débat sur la méthodologie de recherche en sciences 

juridiques, Ivon Mingashang and Fidele Zegbe Zegs  (将于2021年由Larcier

发表)。 

• “Verses et controverses autour de l’im-probable école pénale de Kinshasa ou 

l’art de faire prendre des vessies pour des lanternes”, in Le droit pénal entre 

douleur et enchantement dans le contexte contemporain : Liber amicorum 

Doyen Raphael Nyabirungu mwene Songa, Jean-Paul Segihobe Bigira et Ivon 

Mingashang (将于2021年由Larcier发表)。 

• “Progrès et crise des concepts fondamentaux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au 

regard de manifestations contemporaines de la violence armée dans le temps”. 

• “L'implication du militaire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u DIH”.  

• “À propos de l’articulation entre le jus ad bellum et le jus in bello en droit 

contemporain : Quelques éléments de clarification du débat”.  

• “L’effort de guerre et son implication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civile 

dans le contexte de violence armée”. 

• “Défis et perspectives de ré-enchantement du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en Afrique à travers l’institution de la Zlecaf”.  

http://www.lagbd.org/index.php/La_mobilisation_de_l%27argument_du_proc%C3%A8s_%C3%A9quitable_dans_le_cadre_d%27une_d%C3%A9fense_devant_les_cours_et_tribunaux_congolais_(int)_(cd)
http://www.lagbd.org/index.php/La_mobilisation_de_l%27argument_du_proc%C3%A8s_%C3%A9quitable_dans_le_cadre_d%27une_d%C3%A9fense_devant_les_cours_et_tribunaux_congolais_(int)_(cd)
http://www.lagbd.org/index.php/La_mobilisation_de_l%27argument_du_proc%C3%A8s_%C3%A9quitable_dans_le_cadre_d%27une_d%C3%A9fense_devant_les_cours_et_tribunaux_congolais_(int)_(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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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 

• “L’actualité de l’affaire de la Carolin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La 

doctrine de la légitime défense préventive en procès”, doctoral thesis, 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2008 (导师Olivier Corten教授)。 

• “La conception de l’État démocratique contemporain dans la pensée de Jürgen 

Habermas”, master’s thesis in legal theory, European Academy of Legal 

Theory, Brussels, 2009 (导师François Ost教授)。 

• “L’affaire de la Caroline (1837) revisitée dans le contexte de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postgraduate diploma dissertation, 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2002–2003 (导师Olivier Corten教授)。 

 四. 演讲/会议 

• “Les apories du juridisme classique face aux défis posés par la pratique 

contemporaine de la piraterie en Afrique”，在法国国际法学会组织的法语国

家国际法网络第14届年度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2017年4月29日，科托努，

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即将出版)。 

• “La représentation du discours sur la justice pénale internationale dans 

l’imaginaire de l’homme africain”，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中心组织的Le 

Statut de la CPI à 20 ans : Approches critiques et interdisciplinaires专题讨论会上

的发言，“小组3：感知和接受”，主持人Marie-Laurence Hébert-Dolbec、Vaios 

Koutroulis 和Damien Scalia ，2018年12月2日和4日，e-legal, Revue de droit 

et de criminologie de l’ULB，第3卷，2019年4月，可查阅：http://e-legal.ulb.be/volume-

n03/debats-2/panel-3-perception-s-et-reception-perception-s-and-reception,“Débats”，

2020年2月。 

•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t situation de guerre en République dém

ocratique du Congo”，非洲国际争端解决研究中心、中部非洲人权研究中心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金沙萨办事处联合举办的会议，金沙萨大学，2014年11月。 

• “Propos introductif à la matinée scientifique sur les enjeux et défis de la j

ustice pénale internationale a la lumière des conflits armes en afrique”，由

非洲国际争端解决研究中心与在金沙萨的国际刑事法院代表合作举办，Er

ic David教授(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Raphael Nyabirungu Mwene Songa教

授(金沙萨大学)主持，金沙萨大学，2014年8月23日。 

 五. 与国际法实践有关的其他活动 

• 在比勒陀利亚(南非)、布鲁塞尔(比利时)、巴黎(法国)、布加勒斯特(罗马尼

亚)、日内瓦(瑞士)、艾伯塔和蒙特利尔(加拿大)、班吉(中非共和国)和科托

努(贝宁)等地参加若干国际法会议和专题讨论会并发言 

• 自2009年以来担任国际法语国家联盟董事会成员 

• 自2008年以来担任非洲法律研究和文献中心董事会成员 

• 自2019年12月起担任欧洲-非洲经济法研究所成员 

• 自2011年以来担任金沙萨大学法学院非洲国际争端解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联合创始人 

http://e-legal.ulb.be/volume-n03/debats-2/panel-3-perception-s-et-reception-perception-s-and-reception
http://e-legal.ulb.be/volume-n03/debats-2/panel-3-perception-s-et-reception-perception-s-and-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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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起担任法国国际法学会会员 

• 自2008年起担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和应用社会学中心准成员 

• 自2008年起担任《非洲法律杂志》(在布鲁塞尔出版)编辑委员会成员 

• 自2010年起担任《魁北克国际法杂志》审查委员会成员 

• 自2010年起担任《比利时国际法杂志》科学委员会成员 

• 自2020年起担任《军事法和战争法评论》科学委员会成员 

 六. 咨询工作 

–  反对侵犯人权有罪不罚行动： 

“在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捍卫人权的公民运动代表和反对派政党活动

家发起的司法程序中确保公平审判相关标准的评价”，2016-2019 年期间进

行的一项研究，于 2020 年 5 月发表 

–  民主治理备选方案和公民倡议研究所： 

Guide du Parlementaire congolais, tome 1 : La fonction parlementaire，2019-

2024 年议会，第一版，2020 年，88 页。 

Guide du Parlementaire congolais, tome 2 : Recueil des textes，2019-2024 年

议会，第一版，2020 年，461 页。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法研究的更新》，2018 年 12 月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在与国际法上的罪行有关的审判中将申诉作为一种战略”，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主办关于重罪司法协助的律师培训研讨会，金杜，2014 年 4 月 11

日至 15 日 

–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民议会： 

“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角度调查和看待跨国收养改革”，与国民议会主席

团的磋商，2015 年 9 月 15 日 

“从国际法和刚果法令的角度看双边条约保留条款的影响”，与国民议会

主席团的磋商，2013 年 

–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民主研究所： 

“选举诉讼中的证据管理”，国家民主研究所组织的关于选举诉讼领域能

力建设的政党培训研讨会，金沙萨，2018 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 

协助和主持两期政治团体和政党选举管理人员培训班，由国家民主研究所

组织，戈马(北基伍)，2018 年 6 月 11 日至 18 日 

–  无国界律师组织： 



A/76/62  

 

21-01250 180/342 

 

“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维护者保护法‘草案’的合宪性”，应刚果民主共和

国保护人权维护者国家战略后续工作委员会的要求提供的法律意见，2015

年 3 月 

–  Liedekerke 律师事务所(比利时)： 

“表示同意受刚果民主共和国 1993 年 5 月 8 日在阿比让签署的《关于成

立非洲进出口银行的协定》约束的有关程序的有效性”，2018 年 11 月 

–  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权力下放和习俗事务部： 

“关于从刚果-布拉柴维尔遣返刚果民主共和国公民的法律、政治和外交

后果的备忘录：今后对据称在从刚果-布拉柴维尔遣返刚果民主共和国公

民的过程中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联合调查的委员会方法导则”，应内政、

权力下放和习俗事务部的要求提供的法律意见，2014 年 9 月 

 七. 历任职务 

 A. 学术和科学领域 

• 自 2018 年起担任金沙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系主任 

• 2015-2018 年，担任金沙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系教学秘书 

• 2011-2015 年，担任戈马大学(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学院主任 

• 2009 年，担任布鲁塞尔霍格斯托大学法律法语课程(法律研究概论)导师 

• 1996-2000 年，担任金沙萨大学法学院助理 

 B. 非科学、非学术机构 

• 自 2020 年 3 月起担任 Cominière 公司(前身为 Zaïre-Étain)董事会成员 

• 自 2020 年 3 月起担任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部下属研究机构人文科学研

究中心主任 

• 2018 年，担任国际合作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 1998-2000 年，担任人权部顾问 

• 1996-1997 年，担任能源部国家能源委员会规划司法律专家 

 八. 工作语文 

• 法文 

• 英文 

• 刚果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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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塞佩·内西(Giuseppe Nesi) (意大利) 

[原件：英文和法文] 

2021 年 2 月 16 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朱塞佩·内西教授系特伦托大学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法正教授，2012 年至

2018 年任特伦托大学法学院院长，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组织法和国际人权法。

内西教授曾任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2010-2011 年)主席法律顾问。2002

年至 2010 年，为意大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是意大利在第六

委员会的代表。 

 朱塞佩·内西教授拥有卡塔尼亚大学法律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

事务文学硕士学位和罗马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自 1992 年起，一直是意大

利外交部的法律专家。1994 年，担任欧安会轮值主席法律顾问；1996 年，

成为意大利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法律顾问。 

  简历 

朱塞佩·内西，1959 年 11 月 14 日生于克罗托内(意大利)。 

  教育 

1987-1990 年：罗马萨皮恩扎大学，法学博士 

1984-198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文学硕士 

1984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课程) 

1978-1983 年：卡塔尼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学位 

  现任职务 

(2001 年至今)特伦托大学国际法正教授 

  曾任职务 

2012-2018 年：特伦托大学法学院院长(2015 年连任) 

2010-2011 年：纽约联合国大会主席法律顾问 

2002-2010 年：意大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 

1998-2001 年：特伦托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欧洲联盟法副教授 

1996-1997 年：特伦托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欧洲共同体法代理教授 

1993-1998 年：特伦托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欧洲共同体法和国际人权法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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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讲座、研究活动及其他相关活动 

  a. 教学活动和课程 

2020 年至今：约翰内斯堡大学客座教授 

2013 年至今：特伦托大学“比较法律研究和欧洲法律研究博士课程”(博士项目)

委员会成员 

2011 年至今：特伦托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法课程 

2015 年：巴黎第二大学(先贤祠·阿萨斯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Légitimitéet 

légalitédans la pratique récente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课程客

座教授 

2011-2016 年：都灵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国际犯罪和司法法学硕士(都

灵大学法学院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共同开设) 

2011-2013 年：特伦托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法课程(欧洲和国际研究硕士；博士

项目) 

1998-2009 年：特拉莫大学国际法博士项目教学委员会成员 

1995-2002 年：特伦托大学欧盟法课程 

1996-2001 年：特伦托大学国际人权法课程 

1993-2002 年：特伦托大学国际公法课程 

1993 年至今：特伦托大学国际法、欧洲联盟法和国际人权方向本科论文、法学硕

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1987-1992 年：罗马萨皮恩扎大学讲师 

1986-1991 年：日内瓦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和国际组织法系讲师 

  b. 部分讲座 

– 约翰内斯堡大学，2019 年 11 月，“国际法和正义：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等

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国际会议 

– 帕尔马大学，2019 年 6 月，“国际和欧洲关于移民和庇护问题的法律框

架：国家法院在落实《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方面的作用” 

– 特伦托大学，2019 年 5 月，“非洲超国家法院在保护基本权利方面的作

用：贡献和挑战” 

– 罗马第三大学，2019 年 3 月，“吉多·雷蒙迪任下的欧洲人权法院” 

– 因斯布鲁克大学法学院，2019 年 1 月，“国际法教学”，尤雷吉奥流动项目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2018 年 10 月，“当代视角下的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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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加大学法学研究院，2017 年 3 月，“国家管辖豁免”，伊拉斯谟教学人

员流动项目 

– 因斯布鲁克大学法学院，2017 年 1 月，“欧洲国际法传统：德国、奥地

利和意大利的贡献”，尤雷吉奥流动项目 

– 北京大学，北京，2013 年 9 月，王铁崖国际法系列讲座，“人权与不干涉” 

– 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法学院，2008 年 10 月，“国际刑事司法” 

– 福特汉姆大学，2007 年 3 月，“国际组织理论” 

– 纽约大学，2006 年 3 月，“普遍管辖权和国际刑事司法” 

– 格拉纳达大学和卡洛斯三世大学，马德里，2004 年 3 月，“普遍管辖权

和国际法” 

  c. 研究活动和项目 

– 2019 年：科学协调员兼报告员，“从国际移民到国际经济法的多边主义

危机”研讨会 

– 2019 年：主持人，“意大利国家人权主管部门：欧洲模式、意大利经验

和民间社会的期待”会议，罗马，众议院 

– 2018 年：科学协调员兼报告员，“意大利国家人权机构：挑战和前进道

路”国际会议，特伦托 

– 2017 年：科学协调员，意大利国际法和欧洲联盟法学会第二十二届年

会，“移民与国际法：超越紧急情况？” 

– 2014-2017：科学协调员，大学战略研究项目“生活融合法律”，特伦托

大学 

– 2007-2010 年：协调员，意大利国家利益研究项目特伦托大学研究组，

课题为“现代战争中严重违反交战规范的行为”，由意大利研究和教育

部共同资助。特伦托大学研究组开展的具体研究：“采用刑事手段遏制

战争冲突期间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 

– 2005 年：与 Valeria Santori 一起担任科学协调员，“联合国内外反恐事业

的最新发展”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 2004 年：组织者和科学协调员，“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会议，特

伦托大学 

– 2002-2004 年：协调员，意大利国家利益研究项目特伦托大学研究组，

课题为“国际司法合作”，由意大利研究和教育部共同资助 

– 2001 年：与 Mauro Politi 一起担任科学监督员，“国际刑事法院与侵略

罪”国际会议，特伦托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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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00 年：协调员，国际刑事法院研究项目特伦托大学研究组，由

意大利研究和教育部共同资助 

– 1999 年：与 Mauro Politi 一起担任科学协调员，“《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剑指有罪不罚”国际会议，特伦托大学 

– 1996-2000 年：协调员，意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资助的多个研究项目 

  d. 其他相关活动 

– 2000-2002 年：担任特伦托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筹办委员会成员，后又担

任指导委员会成员 

– 1999-2002 年：特伦托大学法学系副主任 

– 1998-2002 年：特伦托大学科学委员会成员兼欧洲与跨国法律高级课程

国际法和欧洲共同体法方向督导员 

  参加相关学会、委员会和学刊情况 

《意大利国际法年鉴》总编辑(2018 年至今) 

国际法学院协会理事会成员(2018 年至今) 

意大利国际法和欧洲法学会副会长(2016-2017 年) 

意大利国际法年鉴编辑委员会成员(1989-2015 年)、董事会成员(2015 年至今) 

欧洲国际法学会成员(2019 年至今) 

国际法协会成员(2018 年至今) 

圣雷莫国际人道法研究所成员(2011 年至今) 

法国国际法学会成员(1997 年至今) 

意大利国际组织学会成员(1992 年至今)及科学委员会成员(2012 年至今) 

阿尔卑斯-亚德里亚地区大学校长会议科学委员会委员(1992-1999 年) 

  其他专业经历 

2013 年至今：人权事务部际委员会成员(由外交部任命，作为人权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 

2000-2001 年：塞米斯事件议会事实调查委员会法律专家 

1996 年：为意大利以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身份参与欧安组织活动担任法律顾问 

1994 年：欧安会轮值主席法律顾问 

自 1992 年以来，作为意大利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数次关于联合国、欧安组织、国

际刑事法院、人权、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的国际会议与谈判 

1986 年：律师资格考试(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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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洪滔(Hong Thao Nguyen) (越南) 

2021 年 2 月 24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阮洪滔阁下是国际法领域杰出人士，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法律实

践经验，通过在外交部出色完成工作、在多个学术机构任教，为国际法的积

极发展作出贡献。纵观其职业生涯，阮洪滔阁下在国际法、环境保护法等方

面的广博知识和技能受到认可，曾任政府多个要职，比如国家边界委员会副

主席、重大边界问题首席谈判代表，以及越南海洋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起

草委员会的法律顾问。2011 年至 2014 年，担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马来

西亚特命全权大使；2014 年至 2017 年，担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科威特

国特命全权大使。 

 目前，阮洪滔阁下在越南外交学院讲授国际法，经常在本区域著名学术

机构和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自 2016 年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以来，阮洪

滔阁下把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中，为委员会的讨论做出

巨大贡献，并向越南公众和法律从业人员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成果。阮洪滔阁

下还为多家知名的区域性和国家性法律出版物担任编辑。随函附上阮洪滔阁

下的简历。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坚信，阮洪滔阁下凭借自身的突出资历和对国

际法的执着付出，将为国际法委员会作出重大贡献。 

  简历 

  阮洪滔 

  大使，国际法教授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任期 2017 年至 2022 年) 

  越南提名竞选连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 2023 年至 2027 年)的

候选人 

阮洪滔大使、教授，1957 年 12 月 1 日生于越南太平省，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越南

外交官和国际法律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涵盖国际法多个领域，包括海洋法、国际

组织法、争端解决和环境法。 

阮洪滔大使、教授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精通英文和法文，具备深厚的国际

法知识造诣和出色的技能，作为越南国际法研究、教学和传播领域最关键的人物

之一，在职业生涯中担任过多个要职。 

阮洪滔教授、大使曾在越南主要陆地和海洋边界谈判中担任首席谈判代表，还担

任过《海事法》、《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和《海洋法》等越南多部国内法律文

书的国家顾问。自 2009 年以来，阮洪滔教授、大使主要专注于国际法学术写作

和教学，并成为亚洲国际法学会和越南国际法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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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洪滔教授、大使于 2016 年 11 月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在分享自己

对国际法关键问题的宝贵见解，为委员会的研究和讨论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大

力促进向越南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公众和法律从业人员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他

还为多家知名的区域性和全国性法律出版物担任编辑。 

  专业背景 

2020 年至今 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二条指定的仲裁员 

2018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 70 届会议第二副主席 

2017 年至今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14-2017 年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科威特国特命全权大使 

2011-2014 年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2009 年至今 越南外交学院、越南国家大学副教授 

2007-2011 年 外交部国家边界委员会副主任 

  教育 

1993-1996 年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法学博士 

1991-1993 年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理学硕士

学位 

索邦学院，考古、历史和哲学理学硕士学位 

1976-1982 年 苏联巴库航海学院，海洋工程与航海学士文凭 

  培训课程 

1999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海运法律学习研究中心 

1988 年 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国际法和环境法培训课程 

  咨询和编辑委员会成员资格 

2017 年至今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2016 年至今 《越南国际法年鉴》主编 

2014 年至今 《东亚与国际法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2007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2001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年鉴》咨询委员会成员 

  参加社会团体情况 

2016 年至今 越南国际法学会成员 

2007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学会成员 

2007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1998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发展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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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至今 全球环境基金/开发署/海事组织关于防止和管理东亚海洋污染

的区域方案海洋污染所涉法律问题区域网络成员，越南法学家

协会成员 

1989–1991 年 越南海洋保护协会秘书 

1989 年至今 越南自然与环境保护协会会员，越南海洋保护协会会员 

  奖项和荣誉 

2012 年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席三级劳动勋章 

2007 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友谊功勋勋章 

2005 年  柬埔寨王国友谊勋章 

2000 年 凭借以下优秀论文获得摩纳哥皇家海洋经济法研究所颁发的

INDEMER-2000 奖：Le Vietnam face aux，problèmes de l'extension 

maritime dans la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 (越南面临南海向海延

伸问题), Septentr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Villeneuve d'Ascq, France, 

1997。另一篇论文以法文发表，题为：Vietnam et ses différends 

maritimes dans la mer de Bien Dong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越南

及其在南海的海洋争端), Institut du droit Economique de la mer, 

Pedone, 2004。 

  部分出版物 

  书籍 

  英文 

1. International Law and Actual Issues in Viet Nam (Thanh Nien Publishing House, 

2019). 

  法文 

2. Le Vietnam et ses différends maritimes dans la mer de Bien Dong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 (Vietnam and its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 du 

droit Economique de la Mer, Pedone, 2004). 

  越南文 

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Hanoi Publishing House, 

2020). 

4. International Law on Environ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Hanoi Publishing 

House, 2020). 

5. Cong uoc Luat bien va chinh sach bien Viet Nam (UNCLOS 1982 and Vietnam 

Marine Policy) (National Political Publishing House of Viet Nam, 2008). 

6. Viet Nam va Hoi dong Bao an Lien hop quoc (Vietnam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National Political Publishing House of Viet Nam, 2008). 

7. Toa an Luat bien quoc t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Publishing 

House of Justice, 2006).  

8. Bao ve moi truong bien - Van de va giai phap (Marine protection in Viet Nam – 

problems and solutions) (National Political Publishing House of Viet Na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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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oa an Cong ly quoc t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ational Political 

Publishing House of Viet Nam, 1999). 

10. Luat bien (Law of the Sea) (University of Hue Publishing House, 1997). 

  书籍章节和经过同行审议的论文 

1. ‘Perspectiv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and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PR (TRIP)’ International Law and Actual Issues in Viet Nam (Thanh Nien 

Publishing House, 2019). 

2. With Ramses Amer,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 Overview of 

Progress Made and Remaining Challenges’ in Tran Truong Thuy & Le Thuy Trang (Ed), 

Power, Law and Maritime Ord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xington Books, 2015). 

3. ‘Good order at sea the challenges and priorities of Vietnam’ (2012) in Joshua Ho 

and Sam Bateman (Ed), Maritime challenges and priorities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Routledge, 2012). 

4. ‘Vietnam and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Ramses Amer & Keyuan Zou (Ed)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Ashgate 2010.) 

5. ‘Sea Level Rise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2020) 13 

(1)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p. 121-143. 

6. ‘South China Sea and COVID-19 pandemic’, Vietnam Law&Legal Forum ISSN 

0868 – 3972, vol 27 – No 308-309, April&May 2020, 10-14 

7. ‘Vietnam’s diplomatic strategy amid COVID – 19 pandemic’, US-Vietnam 

Review, April 2020, Global Studi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https://usvietnam.uoregon.edu/en/author/nguyenhongthao/  

8. ‘Joint development from China’s position and Cooperation for mutual benefit from 

Vietnam’s st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18) VII Asi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 ‘The 2017 Fisheries Law and the fight against illegal fishing’ (2018) 24 Vietnam 

Law & Legal Forum, p.8-12. 

10. ‘Asia-Pacific Moving towards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2018) 11 (2)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p. 465-477. 

11. ‘International Lawyer – A Dialogue with Judicial Wisdom’ (2014) 7 (1)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p.221-234. 

12. ‘Vietnam’s Position on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s & the Spratlys: Its 

Maritime Claim’ (2012) V (1) Journal of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Law. 

13. 与 Nguyen Dang Thang 合著, ‘China’s Nine Dotted L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2011 Exchange of Diplomatic Not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2012) 43 

(1)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35-56.  

14. 与 Ramses Amer 合著, ‘Coastal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ubmissions 

on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2011) 42 (3)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42 No. 3, 2011, p. 245-26. 

15. 与 Ramses Amer 合著, ‘A new legal arrangemen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2009) 

40 (4)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 333-349. 

16. 与 Ramser Amer 合著, ‘The Challenge of the Border Disputes of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and 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2009) 2 (2) Austri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 53-80. 

https://usvietnam.uoregon.edu/en/author/nguyenhongt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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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与 Ramses Amer 合著, ‘Managing Vietnam maritime disputes’ (2007) 38 (3)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 305-324. 

18. 与 Ramses Amer 合 著 , ‘Vietnam’s border disputes: Legal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dimension’ (2005-2006) 12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p. 111-

128. 

19. 与 Ramses Amer 合著, ‘Settlement of border dispute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2006) 12 (143) Vietnam Law & Legal Forum, p. 6-11. 

20. 与 Ramses Amer 合著, ‘The management of Vietnam border’s disputes: What 

impacts on its sovereign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2005) 27 (3)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p. 427-449. 

21.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in the Asia Pacific- Who is 

responsible?’ (2004) 19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p. 71-85. 

22.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Tonkin Gulf’ (2004) 11 (123)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 2-12. 

23. ‘The 2002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s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03) 

34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 279-287.  

24. ‘Viet Nam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2001) 32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p.10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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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比·奥科瓦(Phoebe Okowa) (肯尼亚) 

2021 年 3 月 17 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菲比·奥科瓦教授系肯尼亚人，为国际公法教授，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

学院研究生院主任，在国际法领域有超过 25 年的学术和专业经验。作为肯

尼亚高等法院辩护律师，就国际法问题在国内和国际法庭担任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的律师和顾问。自 2017 年以来，菲比·奥科瓦教授一直是常设仲裁法

院的成员。肯尼亚共和国政府相信，菲比·奥科瓦教授有能力、也完全有资

格在委员会任职，对委员会的工作做出贡献。 

  菲比·奥科瓦教授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法律系 

语言 

英语(流利)、斯瓦希里语(流利)、卢欧语(母语) 

  学历和专业资格 

牛津大学哲学博士(1994 年) 

牛津大学民法学士(1990 年) 

内罗毕大学法学学士(法学士——一等荣誉)(1987 年) 

律师，肯尼亚律师协会成员(1990 年 10 月加入) 

法律实务文凭(肯尼亚法学院)(1988 年) 

  学术奖项 

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英格兰)研究补助金(2005-2006 年)，用于“刚果民主共和

国分化引起的国际法问题”项目 

哈罗德·海厄姆·温盖特基金会温盖特研究补助金(1994 年)，颁发用于“环境领

域的国家责任”研究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奖学金，1988-1993 年 

卡普兰和斯特拉顿奖，模拟法庭毕业班优秀学生和法学院第四学期课程优秀论文，

1988 年 

甘地纪念奖，内罗毕大学法学院毕业班优秀学生，1987 年。 

  现任职务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国际公法教授 

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2017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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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评议会成员 

  曾任职务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国际公法准教授，2006-2014 年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高级讲师，2002-2006 年 

布里斯托大学法学讲师，1994-2001 年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大学理事会成员，2004-2006 年 

  客座教授和讲师职位 

联合国非洲区域课程(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国际法讲师，亚的斯亚贝巴，2020 年 

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在武装冲突局势下保护自然资源”讲座，2019 年 

安特卫普大学法律与发展项目客座讲师，2018 年 

纽约大学法学院全球客座教授，2015-2016 年 

佩斯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2012-2013 年 

纽约大学法学院全球客座教授，2011-2012 年 

里尔天主教大学兼职教授，2009-2010 年 

赫尔辛基大学埃里克·卡斯特伦国际法与人权研究所芬兰暑期项目讲师，2009 年 

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7 年 

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教授，2006 年 

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访问学者，1995 年 

  学术委员会、学刊和学术组织成员资格 

国际法协会跨国执行环境法问题委员会成员，1997-2006 年 

现与 Malcolm Evans 教授共同担任《牛津国际公法案文汇编》(牛津大学出版社)

联合编辑 

与 Malgosia Fitzmaurice 教授共同担任《玛丽女王学院国际法研究》联合编辑，

2002-2018 年 

《国际社会法评论》编辑委员会，2005-2018 年 

《非洲国际法年鉴》编辑咨询委员成员，2020 年 

现为国际公法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现为国际法协会英国分会会员 

现为斯德哥尔摩国际法与司法中心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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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际法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2015 年 

现为法律学者协会成员 

国际公法学者协会图书奖委员会成员，2021 年 

  律师经验 

国际法院协理律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冈比亚诉缅甸)(案情

实质)，2020-2021 年 2 月 

国际法院协理律师，印度洋海洋划界(索马里诉肯尼亚)(案情实质)，2019 年至今 

国际法院协理律师、辩护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冈比亚诉缅

甸)(临时措施)，2019 年 12 月 

  法律顾问经验 

就国内执行所载义务相互冲突的条约问题向律师提供非当事人意见陈述，加拿大

联邦法院，2020 年 

就废止和退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后果向某政府提供咨询，

2019 年 

向肯尼亚副总检查长提供法律意见，以便其准备在国际法院就“1965 年查戈斯群

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发表意见，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2018 年 8 月 

就推定豁免主张所涉国际法问题、特别是国内履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下

的义务问题向某非政府组织提供法律咨询，2015 年。 

担任联合国避免和解决环境争端专家小组成员(临时)，海牙，2006 年 

担任国际鸟盟/“肯尼亚自然”组织法律顾问，就修订 1968 年《养护自然和自然

资源非洲公约》一事提供咨询 

作为“肯尼亚自然”组织的代表出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物种

公约)缔约方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内

罗毕，2000 年 5 月 

担任非洲技术研究中心顾问。撰写“私有财产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文件草

案，1990-1993 年 

  指导国际公法博士论文情况 

Pauline Martini，“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冲突：挑战和潜在解决办法”。正在进行 

Dara Modeste，“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和加勒比英联邦国家”。正在进行 

Dominique Mystris，“非洲拟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论文答辩已于 2019 年圆满完成 

Maria xiouri，“《维也纳公约》下违约行为与国家责任法下违约行为的法律后果”。

论文答辩已于 2019 年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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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eetha Malavan，“国际法和欧洲法关于人口贩运行为的规定”。论文答辩已于

2018 年圆满完成 

Narissa Ramsundar，“实施和参与《罗马规约》下核心罪行所负责任的形式和程度”。

论文答辩已于 2015 年圆满完成 

Mba Chidi NMaju，“国际刑法碎片化和趋异化问题”。论文答辩已于 2011 年圆满完成 

Konstantinos Mastorodimos，“国际人道和人权法中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责任追究”。 

论文答辩已于 2009 年圆满完成 

Melanie Jacques，“国际人道法下对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保护”。论文答辩已于

2008 年圆满完成(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收录) 

  担任国际公法博士论文外部评审人员情况 

博士论文“武装冲突的环境层面问题：重新思考国际正义与救济措施”外部评审

人员，新加坡国立大学(2019 年) 

博士论文“在国际刑事法院就危害环境行为提起诉讼”外部评审人员，莱顿大学

(2018 年) 

博士论文“国际法与宪法改革：肯尼亚 2010 年宪法案例研究”外部评审人员，曼

彻斯特大学(2018 年) 

博士论文“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多边环境协定的作用”外部评审人员，

隆德大学(2017 年) 

博士论文“国际诉讼中的共同利益：自然资源开发争端案例研究”外部评审人员，

安特卫普大学(2015 年) 

博士论文“非洲区域一体化和人权”外部评审人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08 年) 

博士论文“欧盟与部分非洲国家的双边渔业协定”外部评审人员，伦敦大学学院

(2007 年) 

博士论文“国际水道法律制度：水道使用和环境保护的进展和范式”答辩主考人

员，斯德哥尔摩大学(2005 年) 

博士论文“解决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双边水争端的法律框架”外部评审人员，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1999 年) 

  部分出版物 

  书籍 

Phoebe Okowa and Jonas Ebbesson (eds.), Environmental Law and Justice in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521-87968-2)  

Reviewed in: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80 (2009) pp. 422-431;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22 (2010) pp. 167-169. 

http://www.cambridge.org/gb/knowledge/isbn/item1174699/?site_locale=en_GB
https://academic.oup.com/jel/article-abstract/22/1/167/555737
https://academic.oup.com/jel/article-abstract/22/1/167/55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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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be Okowa,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0, ISBN 0-19-826097-0) ix- 285.  

Reviewed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13 (2002) pp. 545-5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0 (2001) pp.472-473;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4(2) (2002) pp.264-266; 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0 (2001) 629-630;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 (2004) pp. 477-480. 

  期刊论文、短评和评论 

Phoebe Okowa, ‘The Pitfalls of Unilateral Legisl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Two Ca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69, Issue 3 (2020), pp. 

685-717. 

Phoebe Okowa, ‘Blood Oil: A Plea for Progressive Reform or A Philosopher’s Utopia? 

Symposium on Leif Weinar, Blood Oil: Tyrants, Violence, and the Rules that Run the World 

(OUP, 2015)’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Jamesgstewart.com, (5 March 2019). 

Phoebe Okowa, ‘Sovereignty Contest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onflict Zones’, Current Legal Problems, Vol. 66, Issue 1 (2013) pp. 33-73. 

Phoebe Okowa,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Georgia/Russia Dispute’,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Vol. 11 , Issue 4 (2011) pp. 739-757. 

Phoebe Okowa, ‘State and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l Conflicts: 

Contours of an Evolving Relationship’,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2009) pp. 143-188. 

Phoebe Okowa, ‘Case Concerning Ahmadou Sadio Diallo (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57, Issue 1 (2008), pp. 219-224. 

Phoebe Okowa, ‘Natural Resource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Is there a Coherent 

Framework for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Vol. 9, Issue 3, 

(2007), pp. 237-262. 

Phoebe Okowa, ‘Congo’s War: The Legal Dimension of a Protracted Conflic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7, Issue 1, (2006), pp. 203-255.  

Phoebe Okowa, ‘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55, Issue 3, (2006), pp. 742-753. 

Phoebe Okowa, ‘Review of J. Gardam, Necessity,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Modern Law Review Vol. 69, Issue 4, (2006), pp. 675-77. 

Phoebe Okowa, ‘Review of N. Jorgens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 

Crim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50, Issue 4, (2001), pp. 

992-993. 

Phoebe N. Okowa, ‘Case Concerning the 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 / 

Slovakia)‘,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47, Issue 3, (1998), 

pp.688-697. 

Phoebe N. Okowa, ‘Procedural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7, Issue 1, (1996), pp. 275-336. 

Phoebe N. Okowa, ‘The E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Vol. 15, Issue 1, (1994), pp. 169-192. 

J.B. Ojwang and Phoebe N. Okowa, ‘The One Party State and Due Process of Law: The 

Kenyan Position in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 (1999), pp. 177-205. 

http://www.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Law/EnvironmentalLaw/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Law/?view=usa&ci=9780198260974
http://www.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Law/EnvironmentalLaw/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Law/?view=usa&ci=9780198260974
http://ejil.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3/2/556.full.pdf+html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pdftype=1&fid=1522248&jid=ILQ&volumeId=50&issueId=02&aid=1522244
http://jel.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4/2/264.full.pdf+html
http://jel.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4/2/264.full.pdf+html
https://www.jstor.org/stable/4508827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pdftype=1&fid=207994&jid=LJL&volumeId=14&issueId=02&aid=207993
http://jamesgstewart.com/blood-oil-a-plea-for-progressive-reform-or-a-philosophers-utopia/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pdftype=1&fid=1714908&jid=ILQ&volumeId=57&issueId=01&aid=1714900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pdftype=1&fid=1714908&jid=ILQ&volumeId=57&issueId=01&aid=1714900
http://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intlfddb9&id=247&collection=journals&index=journals/intlfddb
http://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intlfddb9&id=247&collection=journals&index=journals/intlfddb
https://academic.oup.com/bybil/article-abstract/77/1/203/330460?redirectedFrom=PDF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pdftype=1&fid=1533912&jid=ILQ&volumeId=55&issueId=03&aid=1533908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1468-2230.2006.00605_4.x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1468-2230.2006.00605_4.x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quarterly/article/responsibility-of-states-for-international-crimes-by-nina-h-vb-jorgensen-oxford-oup-2000-xxxiv-325-pp-isbn-0198298617-no-price-given-hbk/C691B2893C4B4C20359B09CB263DAEB7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quarterly/article/responsibility-of-states-for-international-crimes-by-nina-h-vb-jorgensen-oxford-oup-2000-xxxiv-325-pp-isbn-0198298617-no-price-given-hbk/C691B2893C4B4C20359B09CB263DAEB7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Abstract?fromPage=online&aid=1528860&fulltextType=XX&fileId=S0020589300062242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Abstract?fromPage=online&aid=1528860&fulltextType=XX&fileId=S0020589300062242
https://academic.oup.com/bybil/article-abstract/67/1/275/281760?redirectedFrom=fulltext
https://academic.oup.com/yel/article-abstract/15/1/169/1660860?redirectedFrom=fulltext
http://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afjincol1&id=203&collection=journals&index=journals/afjincol
http://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afjincol1&id=203&collection=journals&index=journals/afjin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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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章节 

Phoebe Okowa, ‘Concession Contracts in Peace Agreements’ in Daniëlla Dam-de Jong and 

Britta Sjöstedt (eds.) Handbook of Peacebuilding, Routledge, forthcoming 2021 

Phoebe Okowa,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Jacqueline Peel and 

Lavanya Rajamani (eds.),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press 2020. 

Phoebe Okowa, ‘Principle 18: Notification and Assistance in Case of Emergency’ in 

Jorge E Vanuales (ed.),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 

Commentary (Oxford, 2015), pp. 471-492. 

Phoebe Okowa,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and the Legacy of the Barcelona Traction Case’ 

in Charles Jalloh and Olufemi Elias (eds.),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Koroma (Brill, 2015) pp.104-132. 

Phoebe Okowa,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atomy of a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in Jonas Ebbesson, Maries Jacobsson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Liber Amicorum Said 

Mahmoudi (Brill Nijhoff, 2014), pp. 228-234. 

Phoebe Okowa and Malcolm Evans, ‘Approaches to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Malcolm D. Evans and Panos Koutrakos (eds.),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Hart Publishing, 2013) pp. 101-137. 

Phoebe Okowa,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Malgosia Fitzmaurice et 

al.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10) pp. 303-319. 

Phoebe Okowa, ‘Interpreting Constitutive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Reflections on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in Malgosia Fitzmaurice 

et al (eds.),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30 

Years 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0) pp. 333-355. 

Phoebe Okowa, ‘Issues of Admissibility and the Law o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in M.D. Evans, (e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3rd edition, 

2010) pp. 472-503. 

Phoebe Okowa,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A Reflection on Customary and Treaty Law’, in Harry 

Post (ed.) The Protection of Ambient Air in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Utrecht, 

2009) pp. 53-73. 

Phoebe Okowa,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in Phoebe 

Okowa and Jonas Ebbesson (eds.), Environmental Law and Justice in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9), pp. 231-252. 

Phoebe Okowa, ‘The Plunder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Willem J.M. van Genugten et al (eds.), 

Criminal Jurisdiction 100 Years after the 1907 Hague Peace Conference: 2007, 

Hague Join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M.C. Asser 

Press, 2009), pp. 243-260. 

Phoebe Okowa, ‘The Legacy of Trail Smelter in the Field of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n Rebecca M. Bratspies and Russell A. Miller (eds.), Transboundary Harm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6), pp. 195-208. 

Phoebe Okowa,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ism in a Multilateral Legal Order’, in Mary 

Buckley and Robert Singh (eds.), The Bush Doctrine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Global 

Responses, Global Consequences (Routledge, London 2006), pp. 200-206. 

http://www.e-elgar.com/bookentry_main.lasso?id=12637
http://nijhoffonline.nl/book?id=nij9789004181045_nij9789004181045_i-382
http://nijhoffonline.nl/book?id=nij9789004181045_nij9789004181045_i-382
http://ukcatalogue.oup.com/product/9780199565665.do
http://www.elevenpub.com/law/catalogus/the-protection-of-ambient-air-in-international-and-european-law-1
http://ebooks.cambridge.org/aaa/ebook.jsf?bid=CBO9780511576027&pageTab=ref&
http://www.asser.nl/publications.aspx?subject=0&series=7&type=8&site_id=28&level1=14488&level2=14519&sub2=&type=8&id=4198
http://ebooks.cambridge.org/chapter.jsf?bid=CBO9780511511394&cid=CBO9780511511394A028
http://ebooks.cambridge.org/chapter.jsf?bid=CBO9780511511394&cid=CBO9780511511394A028
http://routledge.customgateway.com/routledge-security-strategic-military-studies/terrorism/the-bush-doctrine-and-the-war-on-terrorism.html?order=sku&dir=desc
http://routledge.customgateway.com/routledge-security-strategic-military-studies/terrorism/the-bush-doctrine-and-the-war-on-terrorism.html?order=sku&dir=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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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be N. Okowa, ‘Defences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in Guy 

Goodwin-Gill and Stefan Talmon (eds.), The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Ian Brownl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9), pp. 389-412. 

Phoebe N. Okowa,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 Re-

appraisal’ in Malcolm D. Evans (ed.),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Hart Publishing, Oxford, 1998), pp. 157-172. 

Phoebe Okowa, ‘Legal Consequences of EC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in Malcolm D. Evans (ed.), Aspects of Statehood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 (Dartmouth Press, Aldershot, 1997), pp. 301-329. 

Phoebe N. Okowa with Albert M. Mwangi, ‘Land Tenure and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alestous Juma and J. B. Ojwang (eds.), In Land We Trust: Environment, 

Private Property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Zed Books, London, 1996), pp. 175-197. 

  部分会议论文和参会情况 

组织委员会成员，欧洲国际法学会 2021 年年度会议“国际立法的变化：行为体、

进程、影响”，斯德哥尔摩，2021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 

“援助和协助——国家责任的界限”专题讨论嘉宾，伦敦国际法会议，2019 年 10 月 

法律学者协会 2018 年年度研讨会，“2003 年伊拉克战争的法律遗产”，东方与非

洲研究学院。提交论文“伊拉克的自然资源”，2018 年 3 月 26 日 

介绍论文“从历史角度看待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委员会”及之前

在会议“过去与未来 70 年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和作出的贡

献：编纂或逐渐发展”上提交的论文，佛罗里达国际大学，2018 年 10 月 

介绍论文“单方面立法作为冲突区规管机制所存在的缺陷”，联合国国际法委员

芬兰籍委员玛丽亚·莱赫托组织的研讨会，第六委员会，2018 年 10 月 

“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就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这一专题开展的工作”讨论会，

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18 年 10 月 

组织委员会成员，国际公法学会 2017 年会议“法院、权力和公法”，哥本哈根大

学，2017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 

介绍论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单边或集体反应：关于冲突区自然资源的案例”，国

际法协会(英国分会)系列研讨会，伦敦大学学院，2016 年 2 月 16 日 

介绍论文“国际法院及其决定所引发的政治后果：对于涉及使用武力案件的思考”，

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玛丽女王学院题为“各种后果推理和法治：理论和制度

背景”的研讨会，2016 年 11 月 26 日 

组织者和召集人，“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公共政策系列讲座，伦敦大学玛丽

女王学院全球背景下法律和社会研究中心，2015-2018 年 

召集“变革性宪法：国际法在新英联邦宪法中的地位”专家小组，国际公法学会

成立大会，佛罗伦萨，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 

http://www.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Law/PublicInternationalLaw/GeneralPublicInternationalLaw/?view=usa&sf=toc&ci=9780198268376
http://www.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Law/PublicInternationalLaw/GeneralPublicInternationalLaw/?view=usa&sf=toc&ci=9780198268376
http://www.hartpub.co.uk/books/details.asp?isbn=9781901362350
http://www.hartpub.co.uk/books/details.asp?isbn=9781901362350
http://www.ashgate.com/default.aspx?page=637&calcTitle=1&title_id=1103&edition_id=1746&lang=cy-GB
http://www.ashgate.com/default.aspx?page=637&calcTitle=1&title_id=1103&edition_id=1746&lang=cy-GB
http://books.google.com/books/about/In_land_we_trust.html?id=xufsAAAAMAAJ
http://books.google.com/books/about/In_land_we_trust.html?id=xufsAAAAMA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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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论文“《里约宣言》原则十八”，“《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0 年后评

估影响”研讨会，2013 年 10 月 4 日，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环境研究中心 

与会者，“掠夺自然资源：侵蚀抑或合法行使国家主权”研讨会，卡利亚里大学，

意大利撒丁岛，2013 年 10 月 5 日 

介绍论文“变革性宪法：国际法在肯尼亚 2010 年宪法中的体现”，第三届宪法议程

年度研讨会，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拉德兹纳法学院，以色列，2013 年 6 月 13 日 

与会者，第二届“武装冲突法面临的当代挑战”国际研讨会，赫兹利亚跨学科研

究中心拉德兹纳法学院，以色列，2013 年 6 月 

全体会议演讲嘉宾，法律学者协会年会，布里斯托，2012 年 9 月，介绍论文“全

球化与生态挑战” 

“内部冲突期间非国家团体的责任和自然资源的开发”，阿瑟尔研究所，海牙，

2011 年 11 月 

“武装冲突中的自然资源：跨国公司的作用”，论文发表于环境保护与武装冲突

问题会议，隆德大学，2012 年 2 月 16-17 日 

“利比亚干预措施与国际法”，论文发表于非洲法律协会举办的研讨会，纽约大

学法学院，2011 年 11 月 

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举办的“解放利比亚？国际法下军事干预的合法性与

后果”研讨会，2011 年 3 月 25 日 

“医疗机构与人道法在冲突区的实施情况”，论文提交给奥斯陆和平研究所，2010

年 11 月 

“刚果冲突中反叛团体的责任”，国际法协会贝尔法斯特分会，2009 年 5 月 

“人道主义医疗工作者在报告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犯人权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

论文发表于“压力之下的医学工作——冲突局势中的法律和医学道德”会议，2009

年 4 月 29 日 

“对于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论文提交给东伦敦大学，2007 年 6 月 

“利用国际法对付冲突区的破坏环境行为”，论文发表于海牙国际法学院和美国

国际法学会组织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百年历程”联合会议，海牙，2007 年 6 月 

“政府主权和自然资源争端”，国际法协会区域会议，诺丁汉，2006 年 

“大湖区和平进程：禁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议定书”，论文发表于大湖区和平进

程会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道法项目，2005 年 

  当前项目 

“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自然资源”，与 Britta Sjöstedt 博士合著(书籍，与劳特里

奇出版社签约)。 



A/76/62  

 

21-01250 198/342 

 

“人权规范对外交保护和国家行为这一国际公法概念的影响”，Sujit Choudhry、

Michaela Hailbroner 和 Mattias Kumm(编辑)(不确定时代的全球经典：关于宪政民

主和人权基本案文的辩论)(OUP 2022) 

“分配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专题总报告员(与 Virginie Barral 博士共同担任)，国际

比较法学会，2022 年巴拉圭亚松森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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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吕费尔·奥拉尔(Nilüfer Oral) (土耳其) 

 尼吕费尔·奥拉尔在国际法研究、教学和实践方面有二十多年的经验。2017

年，她首次被大会选举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她目前是国际法委员会与国际法有

关的海平面上升问题研究组共同主席，并在 2020 年与共同主席波格丹·奥雷斯

库先生阁下一起提交了关于海洋法的第一次问题文件。2019 年，她当选为委员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第二副主席。 

 2020 年，奥拉尔博士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主任。她也是国际

法中心新加坡国际法学院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主任。奥拉尔博士自 1998 年以来

一直在伊斯坦布尔知识大学法学系任教，教授包括国际法、国际环境法和气候

变化在内的各种课程。她还建立了伊斯坦布尔知识大学海洋法研究中心并担任

副主任。 

 奥拉尔博士曾就海洋法和气候变化问题向土耳其外交部提供咨询(1998-2017

年)。她是该部的气候问题谈判代表并为《巴黎协定》做出了贡献。在此之前，她

曾在为土耳其外交部提供咨询的法律团队任职，协助其准备关于“马维·马尔马

拉”号(船队)事件的联合国帕尔默报告。1998 年至 2002 年，奥拉尔博士担任国际

海事组织土耳其外交部代表团的法律顾问(1998-2002 年)。 

 奥拉尔博士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的在任成员。2012 年，奥拉

尔博士当选为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西欧组成员。她目前是世界环境法委员会指导

委员会成员。她还担任了十多年的世界环境法委员会海洋、海岸和珊瑚礁专家小

组共同主席。此外，她还当选为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主席(2013-2016 年)。

2015 年，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发表咨询意见(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提出的给予咨询意

见的请求)一案中，奥拉尔博士是代表自然保护联盟的法律小组的组长。 

 奥拉尔博士在海洋法、气候变化和国际环境法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曾任

开发署土耳其气候变化项目的专家法律顾问。她曾就若干海洋环境项目向土耳其

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提供咨询。奥拉尔博士曾担任粮农组织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专家顾问。她还是 2017 年环境署报告《防治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评估相关

国际、区域和次区域治理战略和办法的效力》的专家顾问和共同作者。她是环境

署区域海洋方案特别保护区区域活动中心地中海海洋和沿海保护区特设专家组

的成员，也是地中海海洋保护区管理人员网络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她还是

欧洲联盟委员会海事与渔业总司设立的关于改善地中海治理的地中海专家组的

成员(2008-2009 年)。 

 奥拉尔博士还是比利时、哥斯达黎加和摩纳哥共同发起的闭会期间非正式对

话的共同主持人，以支持通过谈判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国际协定的政府间会议(大会第 72/249 号决议)。 

 最近，她被任命为国际比较法学会绿色金融和环境保护问题总报告员。 

 奥拉尔博士曾在多个国际论坛和大学就海洋法和气候变化问题发言并进行

演讲。2018 年，她为联合国视听资料室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和海洋保护的视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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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她应邀在联合国国际法区域课程上讲授海洋法(亚的斯亚贝巴和曼谷)，并在

过去几年在罗德海洋法律和政策学院讲课。2016 年，她还参加了联合国海洋和海

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 

 奥拉尔博士在不同大学担任特别职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海洋法研

究所杰出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邓迪大学名誉研究员；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访问学者(2008 年)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2005 年)。 

 奥拉尔博士是数个学术出版物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她是 International Straits of 

the World (博睿学术出版社)丛书的编辑，也是欧洲国际法学会丛书(牛津大学出版

社)、《国际海洋与海岸法杂志》(博睿学术出版社)、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博睿学术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法论

刊》咨询委员会和《中国环境法学刊》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她是国际法协会新加坡分会、美国国际法学会、欧洲国际法学会、自然保护

联盟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和国际环境法理事会的活跃会员。 

 奥拉尔博士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比较法司法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国际私法高级研究文凭、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职业法律博

士学位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学士学位(优等生和校长奖获得者)。 

 奥拉尔博士在知名学术出版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在许多国际论坛上进行

演讲和发言。 

 她会讲土耳其语、英语和法语。 

出版物 

书籍 

1. Research Handbook on Ocean Acidification (Edward Elgar, publication in 2021) 

David Vanderzwaag, Nilufer Oral and Timothy Stephens (eds.)  

2. 50-Year Legacy and Emerging Issues for the Years Ahead (Brill 2018), Harry N. 

Scheiber, Nilufer Oral and Moon-Sang Kwon (eds.)  

3. Navigating Straits: Challenges for International Law (Brill, 2014), David Caron and 

Nilufer Oral (eds.)  

4.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Black Sea (Brill/Martinus Nijhoff, 2014)  

5. International Ocean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 from the IUCN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Law’s Specialist Group on Oceans, Coasts and Coral 

Reefs”, Special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08), David 

Vanderzwaag and Nilufer Oral (eds.)  

6. The Turkish Straits: Legal, Nav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2006), Bayram 

Öztürk and Nilüfer Oral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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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刊论文和书籍章节 

即将出版的出版物 

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eremptory Norms, in Dire Tladi (ed.) Peremptory 

Norm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Brill，待于 2021 年出版)  

2.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o the Law of the Sea, in Carlos 

Esposito and Kate Parlett,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待于 2021 年出版)  

3. Sea-level rise and the law of the sea: filling the legal gaps through informal law-

making (与 Tutku Bektas 合著) in Natalie Klein (ed.) Unconventional Lawmaking in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待于 2021 年出版)  

4. Sea Level Rise and Maritime Boundaries: The Case for Stability, Legal Certainty and 

Peaceful Relations (与 Bogdan Aurescu 合著) in Brower, Donoghue, Murphy, Payne, 

Shirlow (eds.), By Peaceful Means: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待于 2021 年出版)  

往期出版物(2010-2020 年) 

1.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IUU Fishing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22 (2020) 368–376  

2. The Institutional Schizophrenia of Ocean Governanc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n and 

Rozemarijn Roland Holst (eds.), Regime International in Ocean Governance, Seline 

Trevisanut, Nikolaos Giannopoulos, (Brill 2020)  

3. “The Ocean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Marta Ribeiro and Wagner Menezes (eds.) 

Direito do Mar Regulamentação Normativa dos Espaços Marítimos (2020) 1  

4.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and 

Codif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13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Law Rev (2019)  

5. Chapter 15: Women, Children, Indigenous, Tribal and Other Communities, Y. Aguila 

and J. E. Viñuales (eds.), A Global Pact for the Environment: Leg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C-EENRG, 2019).  

6. The Sofi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Black Sea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19) 801-822 (与 Nicola Ferri 合著)  

7. Navigating the Oceans: Old and New Challenges for the Law of the Sea for Straits 

Used in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46 Ecology Law Quarterly 163 /37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17 (2019)  

8. International law and adaptation to sea-level rise and its impacts on islands and 

offshore fea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19 年特刊) 415-

439  

9. Climate Change, Oceans and Gender, in Irini Papanicolopulu (ed.), Gender and the 

Law of The Sea (Brill 2019) 343-360  

10. Ocean Acidification: Falling Between the Legal Cracks of UNCLOS and UNFCCC, 

45 Ecology Law Quarterly (2018) 9-30  

11. Karen Raubenheimer, Alisatair Mcllgorm and Nilufer Oral, Towards an improved 

framework to govern the lifecycle of plastics, RECE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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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reedom of the high seas or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false dichotomy, 

in Ocean Law Debates: the 50-Year Legacy and Emerging Issue for the Years Ahead, 

Harry N. Scheiber, Nilufer Oral and Moon-Sang Kwon (eds.) (Brill 2018)  

13.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Over Activities by Non-State Entities on the High Seas, in 

Robert C. Beckman, Millicent McCreath, J. Ashley Roach and Zhen Sun (eds.) High 

Seas Governance: Gaps and Challenges (Edward Elgar 2018)  

14. Black Sea Security Under the 1936 Montreux Convention, in Carlos Esposito, James 

Kraska, Harry N. Scheiber and Moon-Sang (eds.), Ocean law and policy: 20 years under 

UNCLOS (2017 Brill)  

15. Governance of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i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s a Living Treaty, British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BIICLI 2016)  

16. Law of Naval Blockade and the Law of the Sea: A Critical Analysis, in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Brill 2015)  

17. Forty Years of the UNEP Regional Seas Programme: From Past to Future, in 

Rosemary Rayfuse (ed.) Research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 La, 

(Edward Elgar 2015)  

18. The Need for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Black 

Sea and Mediterranean, Marine Genomics (2014)  

19.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in Enclosed and Semi-Enclosed Seas for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Under Article 123 of the 1982 UN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 Assessment, Marta Chantal Ribeiro (ed.) 30 Years after the Signa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imbra Editora, 2014) 419-440  

20. A PSSA for the Black Sea, 35 University of Hawai’i Law Review (2013)  

21. The Regime of Straits: Safety,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Harry N. Scheiber and Jin Hyun-Pak eds., Regions, Institutions and Law of the Sea: 

Studies in Oceans Governance (Brill 2013)  

22. Implementing Part XII of the 1982 UN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Nerina Boschiero, Tullio Scovazzi, Chiara Ragni and Cesare 

Pitea (eds.)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Tullio Treves, 401- 420 (TMC Asser Press 2013)  

23. 1982 UNCLOS +30: Confronting New Complexit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in the High Sea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03-406  

24. Transit Passage Right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ran’s Threats to Block the 

Passage of Oil Tankers, ASIL Insights (May 2012)  

25. The Legal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for Protectio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n the 

Black Sea, 37 Revue Juridique de L’Environnement (2012) 255-267 

26. Climate Change and Shipping: Problems of Regime Compatibility, in Myron H. 

Nordquist, John Norton Moore, Alfred H. A. Soons, and Hak-So Kim (eds.)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US Accession and Globalization (Brill/Martinus Nijhoff 2011)  

27. Violetta Velikova and Nilufer Oral, Govern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Black Sea: 

A Model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Watersheds: The Sea 

of Azov, NATO 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2011), 15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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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The Black Sea: A Time for Change, in The World Oceans in Globalization, Davor 

Vidas & Peter J. Schei, (eds.) (Brill 2011)  

29. C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3 

February 200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10) 115–141 

30. Non-Ratification of the 1982 LOS Convention: An Aegean Dilemma of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ublicis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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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桑·瓦扎尼·沙赫迪(Hassan Ouazzani Chahdi) (摩洛哥) 

[原件：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2016 年 3 月 4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摩洛哥王国政府确信，瓦扎尼·沙赫迪先生丰富的资历、能力和过硬的

专业学识将为国际法委员会从事的重要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哈桑·瓦扎尼·沙赫迪 

法学教授 

哈桑二世大学(卡萨布兰卡) 

学历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法学博士 

(论文获 Georges SCELLE 奖) 

1977 年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索邦)政治学研究生学位 1970 年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索邦)公法研究生学位 1969 年 

法学系(拉巴特)法律学位 1967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学习与研究中心证书 1979 年 

法学系(拉巴特)专业律师证书 1970 年 

学术、专业和相关背景 

高校教授 1978 年- 

律师  

制定《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摩洛哥代表团成员 

冈比亚班珠尔 

1981 年 

公法部负责人 

法学系(卡萨布兰卡) 

1984-1986 年 

保险与社会福利司司长(由已故国王哈桑二世任命) 

财政部(拉巴特) 

1986-1994 年 

制定保险法规项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87 年 

摩洛哥国际研究协会委员会成员 1984-1994 年 

摩洛哥行政学协会主席 1986-1990 年 

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永久通道项目法律委员会成员 1987-1993 年 

布鲁塞尔国际行政学会非洲分会副主席 1989-1995 年 

国际研究培训和研究股负责人 

法学系(卡萨布兰卡) 

1998-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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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理任命的负责研究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累积职能问题 

协商委员会成员 

1999 年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经委)和非洲发展管理训练研究中心 

(发管训研中心)“制订非洲的治理系统”顾问 

2000 年 

王国监察员顾问 2002-2008 年 

宪法委员会主席顾问 2008 年- 

设立国际宪法法院项目国际法律委员会成员 2013 年- 

卡萨布兰卡城市治理综合小组(智囊团)成员 2014-2015 年 

地中海国际安全与合作协会副主席(巴黎) 2014 年- 

摩洛哥-非洲组织副主席 2010 年- 

Mohammed Hassan OUAZZANI 民主和人类发展中心副主席 2015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16 年 

教学活动 

哈桑二世大学法学系(卡萨布兰卡)  

研究硕士课：“国际法的新趋势”  

课程：“双边和多边外交” 2015 年- 

课程：“外交和领事法律” 2008-2014 年 

研究硕士课：“宪法和政治机构”  

课程：“地方民主” 2010-2014 年 

D.E.S.A. (硕士学位)：“国际研究”  

课程：“外国私人投资法” 1998-2006 年 

法律学位(学士)  

讲座课程：“行政法和行政学” 1978-2005 年 

课程：“行政诉讼” 1978-1982 年 

课程：“行政部门的法律行为” 2005-2012 年 

D.E.S. (硕士学位)：国际关系  

课程：“外交实践” 1979-1997 年 

D.E.S. (硕士学位)：行政学  

课程：“行政部门和法律” 1981-1982 年 

课程：“行政部门和法官” 1982-1983 年 

D.E.S.S. (硕士学位)：保险法  

课程：“保险的监管和控制” 1998/2000 年 

硕士：发展行政法  

http://www.linguee.fr/anglais-francais/traduction/counsell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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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二世大学法学系(卡萨布兰卡)  

课程：“公民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2005-2008 年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和高等行政学院(拉巴特)  

正规班和继续教育班  

课程：“公共服务和行政学” 1994-1996 年 

课程：“行政法” 2003 年 

司法研究所(拉巴特)  

外交部行政领导的继续教育班  

课程：“摩洛哥缔结国际条约的实践” 1979-1983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  

校外课程(拉巴特)  

课程：“外国私人投资的法律保护” 1985 年 

外交与合作部培训中心  

外交部行政领导的继续教育班  

课程：“缔结和批准条约：摩洛哥在这方面的实践” 1994 年 

区域行政研究所——巴斯蒂亚(科西嘉岛)  

课程：“摩洛哥公务制度” 1998 年 

主要出版物 

“The Moroccan Practice of Treaty Law – Pilot on Moroccan Conventional Law”, Paris 

L.G.D.J, 1982. 该书获 Georges SCELLE 奖。 

“Administrative Law”, Casablanca, printing Najah EL Jadida, 2003, 275 pages 

(KONRAD ADENAUER 基金会赞助出版)。 

“Morocco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aris, l’Harmattan, 

2018. 

“Co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ildren’s Rights as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Paris 

P.U.F. 1983, (合著：«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Article 31 of the Moroccan constitution of 1972 and treaty law.” Rev. Moroccan Law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1 - 1982, pp. 87 to 109.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African Charter of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Rev. 

Moroccan Law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5, pp .181 to 195. 

“Ca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govern today’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v. 

Moroccan Law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7, pp.7 to 30. 

“The Moroccan-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Morocco from the 

Advent of Moulay Abdelaziz to 1912». Summer University of Mohammedia. 

Casablanca, Printing Fédala 1989, pp. 11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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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dministration in Morocco”, Press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Toulouse, 1984. (合著: «The History of Large Public Services in Morocco from 1900 

to 1970 » pp. 187 to 232)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 Case of Moroc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合著), Brussels, 1997, pp: 159 to 198. 

“Evalu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in Morocco”, (工作组向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

经委会)提交的报告, Rabat, Diwan 3000, January 2006) 

“Administrative Law and Human Rights”, essays in tribute of Professor Mohammed 

Jalal Essaîd, Volume 3, publication of the Faculty of Legal, Economic and Social 

Sciences of Rabat Agdal, Rabat, 2007, p.76-96 

“Mediation Between the Citize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in Morocco: Case of Diwan 

Al Madhalim”, Essays in honor of Dean Yadh Ben Achour, Academic Publication 

Center, Tunis, 2008, p.927 

“ The EU - Morocco Advanced Status: New Partnership Instrument”, in “The 

associ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aghreb countries: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the global economy”,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Annaba 

April 17th, 18th, 2011, REMALD, 2011, p.21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 Barcelona 

System”, in “Convergence of Legal Policy for a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e Euro -

Mediterranean Area”, - Casablanca international seminar Oct. 6th, 7th, 8th, 2010, Paris, 

Co-publishing REMALD-PUBLISUD, 2012, p.70 

“The protectorate system applied in Morocco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States and 

Societies in Morocco, the Challenges of the Modern World), Printing Najah El Jadida, 

Casablanca, 2015 p. 19 

"The Specificity of Human Rights”, in “Tendances Internationales et internes de 

l’évolution du droit”, mélanges offerts en l’honneur du Doyen Mohamed BENNANI, 

Casablanca, Imprimerie Najah El Jadida, 2017, pp. 647 et s 

“ The status of the Constitutional Judge in Morocco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ncil”, Studies in Honor of 

Professor Rafâa BENACHOUR, Law Movements, T. I, Tunis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5, p. 507 

“The legal regime of the state of health emergency in the fa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MALD n 111: Le droit à l’épreuve de l’état 

d’urgence sanitaire dû au Coronavirus Covid-19, 2021, pp. 58 et s.) 

"Morocco-USA,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of diplomatic history", The Economist, n ° 

5931 and 5932 (January 21, 2021 and January 25, 2021). 

著有国际法(条约法)、行政法和人权方面的多篇学术文章 

指导并参加国际法、行政法、外国私人投资法和人权博士论文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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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奥·奥亚尔萨巴尔(Mario Oyarzábal) (阿根廷)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马里奥·奥亚尔萨巴尔大使、教授 

  国际法委员会(2023-2027 年)阿根廷候选人 

• 自 2020 年起，担任阿根廷共和国驻荷兰王国大使兼常驻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代表。还在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和商

品共同基金代表阿根廷。 

法律职位 

• 阿根廷外交部法律顾问，2016-2020 年；助理法律顾问，2007-2011 年 

• 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2019 年至今 

•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选举委员会成员，2019-2020 年 

•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设立的国际人道主义实况调查委

员会成员，2017 年至今 

•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第二条和附件七提名的仲裁员和调

解员，2017 年至今 

•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和调解员小组成员，2016 年至今 

• 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2012-2013 年 

外交职位 

• 职业外交官；1997 年加入阿根廷外交部 

• 2018 年晋升为特命全权大使 

• 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副主席，2014-2016 年 

•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副代表，2013-2014 年 

•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全权公使，2011-2016 年 

• 阿根廷外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顾问，2007-2011 年 

• 阿根廷驻纽约副领事，1998-2004 年、2005-2007 年 

• 阿根廷外交部议会事务办公室三等秘书，1997-1998 年 

国际诉讼 

• 在国际法院“关于 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

咨询意见案中担任阿根廷方代理，2018 年 

•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担保个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家

所负责任和义务”咨询意见案中担任阿根廷方法律顾问，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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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法院“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担任阿根廷方法律顾问，2007-

2010 年 

其他阿根廷专员职位 

• 阿根廷驻国际捕鲸委员会专员，2016-2020 年；候补专员，2009-2011

年 

• 驻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贸易法委员会、统法协会和海牙

国际私法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或代表，2008-2010 年 

学历 

• 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2005 年 

• 阿根廷外交学院，1995-1996 年 

• 拉普拉塔大学法学博士(法学学位)，1991 年 

教学和学术联系 

• 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开设冬季课程，2020 年 

• 阿根廷外交学院国际公法教授，2020 年至今 

• 拉普拉塔大学国际私法兼职教授，1995 年至今(目前正在休假) 

• 阿根廷海牙国际法学院外部方案，2012 年 

•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国际公法助理教授，2008-2010 年 

• 国际比较法协会会员 

• 美洲国际私法协会会员 

• 阿根廷国际法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 

  书籍 

•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up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thcoming 2022 

• Derecho Procesal Transnacional (ed.), Ábaco, Buenos Aires, 2012  

• La Nacionalidad Argentina, La Ley, Buenos Aires, 2003  

• El Contrato de Seguro Multinacional, Ábaco, Buenos Aires, 1998  

  论文和书籍章节 

• “Werner Goldschmidt”, in J. Basedow, F. Ferrari, P. de Miguel Asensio, G. 

Rühl (eds.), European Encyclopedia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Cheltenham, 2017, vol. 1, p. 852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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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cionalidad, asilo y refugio”, in S. González Napolitano (ed.), Leccion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Errepar, Buenos Aires, 2015, p. 897 et seq.  

• “Conflict Rules in Advanced Directives and Euthanasia Legislation”, in S. 

Negri (ed.), Self-Determination, Dignity and End-of-Life: Regulating 

Advance Dir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Queen 

Mary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11, p. 127 et seq.  

• “The Legal Regime of Antarctica”, 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vol. 72, 2010, p. 541 et seq.  

• “El domicili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in D. Opertti Badan , 

D.P. Fernández Arroyo, G. Parra Aranguren, J.A. Moreno Rodríguez, J. 

Basedow (eds.),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Derecho de la libertad y el 

respeto mutuo. Ensayos a la memoria de Tatiana B. de Maekelt, Centro de 

Estudios de Derecho, Economía y Política, Asunción, 2010, p. 453 et seq.  

• “Das internationale Privatrecht von Werner Goldschmidt: In Memoriam”, 

Rabels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vol. 72, 

2008, p. 601 et seq. 

• “El derecho a la intimidad y el tratamiento de datos personales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argentine”, Lecciones y Ensayos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Buenos Aires), vol. 83, 

2007, p. 49 et seq. 

• “Il Protocollo aggiuntivo che modifica l’Accordo italo-argentino sulla 

cittadinanza”,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vol. 90(3), 2007, p. 749 et 

seq.  

• “La ley aplicable a los contratos en el ciberespacio transnacional”, Revista 

de Derecho Comercial y de las Obligaciones, vol. 2007-B, p. 735 et seq. 

• “Exención de traducciones para efectos de inmigración en el Mercosur”, 

Revista de Derecho (Valdivia) de la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vol. 19-

2, 2006, p. 109 et seq.; Revista Boliviana de Derecho, vol. 4, 2007, p. 161 

et seq. 

• “Jurisdiction over Electronic Contracts: A View on Inter-American, 

Mercosur and Argentine Rules”,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vol. 19, 2005, p. 87 et seq.  

• “O Acordo de simplificação de legalizações com a Argentina”, Revista 

Brasileira de Direito Constitucional e Internacional, vol. 51, 2005, p. 343 

et seq.  

• “La capacidad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argentine”, Revista 

Mexican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y Comparado, vol. 17, 2005, p. 

9 et seq.  

• “La revisione dell’Accordo italo-argentino di doppia cittadinanza”,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Privato e Processuale, vol. 41, 2005, p. 101 et seq.  

• “Los actos de estado civil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y la 

competencia específica de los agentes diplomáticos y consulares 

argentinos”, Anuario Argenti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 13, 2004, p. 

125 et seq. 

• “Observaciones generales sobre el estatuto personal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Revista de Derecho del Tribunal Supremo de 

Justicia de Venezuela, vol. 14, 2004, p. 165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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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ntracts. A Note on Argentine Choice of Law 

Rules”,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vol. 35, 2004, p. 

499 et seq. 

• “El Protocolo Adicional al Convenio de nacionalidad entre España y 

Argentina. Un análisis desde la perspectiva argentina”,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 56-1, 2004, p. 579 et seq. 

• “Doble nacionalidad y ciudadanía. El artículo 8° de la ley 346 y la 

suspensión de los derechos políticos de los naturalizados en país extranjero”, 

La Ley, vol. 2003-F, p. 1158 et seq. 

• “Juez competente y contratos electrónicos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rivado”, Jurisprudencia Argentina, vol. 2002-IV, p. 1010 et seq. 

  语文： 

• 西班牙文(母语)、英文(流利)、法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德文(阅

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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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什·帕帕林斯基斯(Mārtinš Paparinskis) (拉脱维亚) 

2020 年 11 月 16 日拉脱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马丁什·帕帕林斯基斯博士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国际法领域拥有广泛的学

术和实践经验。目前，他是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公法副教授。他在国际公法方

面的实践经验得到认可，被任命为各种国际机构的成员。他是常设仲裁法院

的成员，也是被列入有资格在欧洲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咨询委

员会任职的专家名单的成员。他自 2017 年起担任欧洲联盟基本权利署管理

委员会成员。 

 在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他是仲裁员小组和调解员小组的成

员。他还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调解和仲裁法院的调解员。2018 年，他当

选为联合国《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执行情况监测委员会成员。 

 帕帕林斯基斯博士是拉脱维亚外交部长设立的国际法和欧洲法律独立

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编写 2019 年拉脱维亚关于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具有强

制性的声明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他在国际上担任各种学术职务，包括在著

名法律期刊的编辑和咨询委员会任职。帕帕林斯基斯博士发表了数本著作和

许多学术文章，内容涉及国际法各个方面。 

 他广泛的专业和学术专长领域包括条约法、国家责任、国际人权法、国

际争端解决、国际环境法和国际投资法。他的著作经常被国内法院(普通法系

和大陆法系法院)、国际法庭和国际争端解决当事国引用。 

 拉脱维亚政府高度评价国际法委员会的努力，这些努力有助于在全世界

增进和加强法治。拉脱维亚政府确信，马丁什·帕帕林斯基斯博士丰富的实

践和学术经验及专长将为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学术生涯 

2013 年-  伦敦大学学院法学系 

   国际公法副教授(2016 年-) 

   讲师(2013-16 年) 

• 召集 LLM 国际仲裁、外国投资国际法、国际法院与法庭的法

律和政策课程(2016 年-)，教授 LLM 国际和全球环境法、国际

刑法、国际人权法课程以及 LLB 国际公法课程。 

• 研究生研究学习部主任(2017 年) 

2019 年  博洛尼亚大学 

   DSG 访问研究员 

2016 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高级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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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投资争议仲裁强化课程 

2010-13 年 牛津大学墨顿学院 

   初级研究员 

• 教授 MJur/BLC 国际争端解决课程、BA 欧洲联盟法律和国际

公法课程 

2009-10 年 纽约大学 

   Hauser 研究学者 

实践 

2018 年-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欧洲经委会《水公约》) 

   执行情况监测委员会成员 

• 目前正在审议 WAT/IC/AP/1 号咨询程序(黑山和阿尔巴尼亚) 

2017 年-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署 

   管理委员会成员 

2012 年-  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咨询机构国际法和欧洲法律独立委员会成员 

• 委员会 2017 年关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意见和声明草案的报告

员(主要起草人)，几乎在拉脱维亚 2019 年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

具有强制性的声明中被逐字采用 

2018 年  拉脱维亚最高法院破产程序评估专家委员会 

   拉脱维亚最高法院根据委员会有关司法机构对 2008-2014 年破

产程序中不当行为指控进行评估的呼吁召集的特设专家委员会

的成员 

2010 年-  国际法方面的法律顾问和咨询工作(公开实例) 

• “UAB E Energija (立陶宛)诉拉脱维亚”仲裁案中投资者的律

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编号 ARB/12/33 

• 在宪法法院第 2010-70-01 号案中，担任拉脱维亚议会的独任律

师，就合宪性异议进行辩护 

• 在宪法法院第 2010-60-01 号案中，担任拉脱维亚议会的独任

律师，就合宪性异议进行辩护 

学历和资格 

2010 年  哲学博士(牛津大学) 

   文学硕士(牛津大学) 

   取得拉脱维亚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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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哲学硕士(荣誉学位)(牛津大学) 

2005 年  法学硕士(荣誉学位，Clifford Chance 奖获得者)(牛津大学) 

2004 年  法学士(拉脱维亚大学) 

语言 

拉脱维亚语(母语)、英语、俄语(流利)、法语(良好)、德语、西班牙语(基础) 

任用(实践) 

2019 年-  欧洲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 

   有资格在咨询委员会任职的专家名单上的成员 

• 咨询委员会任期将于 2022 年或 2024 年开始 

   欧安组织调解和仲裁法院 

   调解员 

2017 年-  常设仲裁法院 

   成员 

2014 年-  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仲裁员小组和调解员小组的成员(2020 年-) 

   仲裁员小组成员(2014-2020 年) 

任用(学术) 

2020 年-  跨国仲裁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成员 

2018 年-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学术论坛 

   成员；第四工作组(裁定中的不正确问题)成员(2018-2020 年) 

   Current Legal Problems (牛津大学出版社) 

   联合编辑 

   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 

   执行(编辑)委员会成员 

2017 年-  米兰比科卡大学 

   博士生院博士学位科学委员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 

   法治和国际投资法律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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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Claims (牛津大学出版社) 

   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6 年-   《 剑 桥 国 际 法 杂 志 》 (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Edward Elgar 出版社) 

   学术评审委员会成员 

2015 年-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Latvia.Law 

   编辑委员会外籍成员 

2013 年-   《世界投资和贸易期刊》(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博睿学术出版社) 

   书评编辑 

2014-2018 年 国际法协会 

   利用国内法原则促进国际法的发展研究小组成员 

  • 2018 年悉尼报告总则和国际仲裁部分的共同起草人 

2014-2016 年 国际法协会 

   非国家行为体委员会成员 

出版商同行审议 

博睿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Edward Elgar 出版社、Hart 出

版社、劳特利奇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学刊同行审议 

《美国国际法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亚洲

国际法学刊》(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英国国际法年鉴》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剑桥国际法(和比较法)杂

志》(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欧

洲国际法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解决投资

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杂志》(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国际社会法评论》(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国际争端解决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国际经济法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世界投资和贸易期刊》(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莱顿国际法学报》(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麦吉尔

争端解决学报》(McGill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现代法律评

论》(Modern Law Review)、《牛津法学研究》(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欧洲法律年鉴》(Yearbook of European Law)、《国际投资

法律与政策年鉴》(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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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部分) 

书籍 

•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Full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待于 2021 年下半

年出版)  

• (合著),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第二版待于 2021 年夏出版)  

• Basic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Hart/Bloomsbury 

2012, 2019 年第二版) 

•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an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Monographs in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 2013 

论文 

• (合著 ), ‘Investment Law before Arbitration’ (2020) 23 (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待出版)  

• ‘COVID-19 Claims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2020) 11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http://dx.doi.org/10.1163/18781527-bja10014 (供提前阅览) 

• ‘A Case against Crippling Compens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2020) 83 Modern Law Review 1246 

• ‘The Once and Future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2020) 114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18  

•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t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20 October 

2020) Lawyer’s Word no 42 (拉脱维亚文)  

• (合著), ‘Responding to Incorrect ISDS Decision-Making: Policy Options’ 

(2020) 21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374 

• ‘Revisiting the Indispensable Third Party Principle’ (2020)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49  

• ‘Circumstances Precluding Wrongfulnes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016) 31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484  

•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the (New)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2013) 2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17 

•  ‘Procedural Aspects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013) 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95  

• ‘Investment Law of/for/before the 21st Century’ (2012) 25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5  

• ‘MFN Clause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Moving beyond 

Maffezini and Plama?’ (2011) 26 (2)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14  

http://dx.doi.org/10.1163/18781527-bja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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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elona Traction - a Friend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Law’ (2008) 8 Baltic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05  

•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the Law of Countermeasures’ (2008) 79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64  

章节 

•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in C Greenwood and D Sarooshi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I: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十版，待于 2021 年出版) 

•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Other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lusions’ 

in M Andenas, M Fitzmaurice, A Tanzi, and J Wouters (ed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Coher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Brill 2019)  

• ‘Masters and Guardia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in A Kulick (ed.), Contracting Parties Reassertion of Control over 

IIAs and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Good Faith an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A Mitchell, M Sornarajah, and T Voon (eds.), Good Faith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protección de la inversión’ in R Urueña (ed.), 

Derecho internacional. Poder y límites del derecho en la sociedad global (U. 

de los Andes 2015)  

• ‘Regulating Treati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 Tams, A 

Tzanakopoulos, and A Zimmermann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reaties (Edward Elgar 2014)  

• ‘Analogies and Other Regim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Z Douglas, J 

Pauwelyn, and JE Viñuales (ed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ring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Equivalent Primary Rules and Differential Secondary Rules: 

Countermeasures in WTO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 Law’ in T Broude and 

Y Shany (eds.), Multi-Sourced Equivalent Norms (Hart Publishing 2011)  

其他 

• ‘MFN Clauses and Substantive Treatment: A Law of Treaties Perspective’ 

(2018) 111 AJIL Unbound  

• ‘We Will Always Have International Law: Editorial Note’ (2016) 16 Baltic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  

• ‘Come Together or Do It My Way: No Systemic Preference’ (2014) 108 ASIL 

Proceedings 246 

• ‘The Limits of Depoliticisation in Contemporary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2010) 3 Select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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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Protection Law and Sources of Law: A Critical Look’ (2009) 103 

ASIL Proceedings 76 

出版物被引用(部分) 

国际性法庭 

• Vento Motorcycles, Inc.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AF)/17/3, Award, 6 

July 2020 

• García Armas & Ors v. Venezuela, PCA Case no 2016-08, Award on 

Jurisdiction, 13 December 2019 

• Flughafen Zürich A.G. and Gestión e Ingenería IDC S.A. v.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19, Award, 18 November 2014  

• Teinver S.A., Transportes de Cercanías S.A. and Autobuses Urbanos del Sura 

S.A.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9/1,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Separate Opinion of Arbitrator Hossain, 21 December 2012 

国内法院 

哥伦比亚 

• Judgment C-252/19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 Partially separate opinion by Justice Alejandro Linares Cantillo to Judgement 

C-252/19  

拉脱维亚 

•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Case no 2018-12-01  

• Judgment of the Supreme Court’s Administrative Matters Department in Case 

no SKA-150/2012 

•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Case no 2008-35-01  

•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Case no 2007-10-0102 

•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Krūma to Judgment to Case no 2007-10-0102  

新加坡 

• BBA & Ors v. BAZ [2020] SGCA 53 

• Swissbourgh Diamond Mines (Pty) Limited & Ors v. Kingdom of Lesotho 

[2018] SGCA 81  

参加国际争端解决的各国 

• Interocean Oil Development Company and Interocean Oil Exploration 

Company v. Nigeria, ICSID Case no ARB/13/20, Award, 6 October 2020  

• Pacc Offhshore Services Holdings Ltd v. Mexico, ICSID Case no UNCT/18/5, 

Rejoinder on the Merits of Mexico, 10 June 2020 

• Alicia Grace & Ors v. Mexico, ICSID Case no UNCT 18/4, Statement of 

Defence of Mexico, 1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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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n Mexico Consolidated LP v. Mexico, ICSID Case no ARB(AF)/15/2, 

Sub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1 June 2019 

• Gramercy Funds Management LLC and Or v. Peru, ICSID Case no 

UNCT/18/2, Sub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1 June 2019 

• Mr. Joshua Dean Nelson and Mr. Jorge Blanco v. Mexico, ICSID Case no 

UNCT/17/1, Statement of Defence of Mexico, 13 March 2018 

• Valores Mundiales, SL y Consorcio Andino, SL v.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3/11, Award, 21 July 2017 

• Eli Lilly and Company v. Canada, Case no UNCT/14/2, Post-Hearing 

Submissions of Canada, 25 July 2016  

• Eli Lilly and Company v. Canada, Case no UNCT/14/2, Sub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 March 2016  

• Chevron Corporation and Texaco Petroleum Company v. Ecuador, PCA Case 

no 2009-23, Track 2 Supplemental Rejoinder on the Merits of Ecuador, 17 

March 2015  

• Eli Lilly and Company v. Canada, Case no UNCT/14/2, Counter Memorial of 

Canada, 27 January 2015  

发言和演讲(部分) 

• ‘A Case against Crippling Compensation’, Hebrew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Series, November 2020 (远程) 

• Lecture opening the Colombia International Law Week,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Domestic Courts’,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Colombia, 

February 2020 

•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Mega-Awards’,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Discussion Group, University of Oxford, January 2020 

•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Mega-Awards’, University of Vienna, Faculty of 

Law, December 2019 

•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Mega-Awards’, Genev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eminars (GIEL) Series, Graduate Institute and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December 2019 

• Inaugural Angelo Piero Sereni international law lecture in biannual lecture 

series, ‘Indispensable Third Party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University of Bologna, April 2019 

• Keynote speaker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ird Party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4th Biannual London International Boundary 

Conferenc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April 2019 

• Special address, ‘BI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Forum o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6th Biannual Empir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Conference, Centre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Law, Indian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Dec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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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drawal from Treaties: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Berlin-Potsdam Research Group ‘Rise or Dec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November 2018 

• ‘The Function of Appointing Authoritie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ternational Law Speakers Series, University of Ottawa, 

October 2018  

•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Claims by Non-State Actors: Selected Human 

Rights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 Issues’, International Law Lectures series 

(Serie di Conferenze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University of Milano-Bicocca, 

March 2018 

• ‘The Rise and Rise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A Reflection on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Lauterpacht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Law Lunchtime Lectur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ebruary 

2016  

•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Judicial Function’, McGill 

Dispute Resolution Lecture, McGill University, November 2015 

• ‘Sovereign debt and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Sovereign Debt Scoping 

Forum, Financial Markets Law Committee, Bank of England, London, May 

2015  

• ‘A Sceptic’s Guide to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visiting the Sources’,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Discussion 

Group, University of Oxford, October 2014 

•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Recent Developments’ Weekly 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October 2014 

• ‘Investment Law Analogies and Other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Law’, Staff 

Research Seminar, Birmingham Law School, October 2013  

•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the (New)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Discussion Group, University of Oxford, 

January 2012  

专题小组讨论(部分) 

•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tent of Responsibility under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Bocconi webinar, ‘COVID-19 and 

International Law: Novel Strain or Old Wine in New Test Tubes?’, December 

2020 (远程) 

• ‘International Law of Investment and Peace Agreements: Analysis of the 

Colombian Case’, Special Jurisdiction for Peace, Bogota, Colombia, 

February 2020 

•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librating the Scope of 

Consent’, Diplomatic Academ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olombia, 

Februa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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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Convention’, Judicial Colloquium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arhus 

Convention, ‘SDG16: Role of Judiciary in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Palais de Nations Geneva, February 2019 

•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IICL-Surrey Conferenc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deas, Law and Policy’, Beijing, China, 

October 2018 

• ‘Lessons from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anel ‘1918 to 2018 and beyo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from the past’, Baltic Symposium, ‘The Baltic States 

in a changing Europe’, UCL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pril 2018 

• ‘The Law of Treaties on Withdrawal: The ICSID Case Study’, CTLS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8, ‘Exiting Treaty Regim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Gray’s Inn, April 2018 

• ‘The Work of the ILC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LA-AIA-CAM Conference,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iversità degli Studi-Roma Tre, Rome, February 2018  

• Symposium ‘Succession of States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Lauterpacht 

Centr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ebruary 2018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 Generalist 

Perspectiv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University of Athens  

• Rapporteur on ‘Beyond Dispute Settlement: What are International Courts’ 

Key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kshop, ‘Beyond Dispute 

Settlement: Mapping the New Terrai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Berlin, November 2016 

• Plenary session, ‘Constitutional Value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re Still a Role for a Sceptical View?’, Conference ‘Constitutional 

Valu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University of Latvia, November 2016 

• ‘A Sceptic’s Case on Proportionality’ Twenty-sixth Investment Treaty Forum 

Public Conference, ‘The Ro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ritis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May 2016 

•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under the 

ECT’, Centre for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Affairs (CEILA) of 

QMUL conferenc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The 

EU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under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February 2016  

• ‘Remedies in Investment Treaty Disputes: Selected Issues’ Energy at Sea: Old 

Problems, New Challenges, University of Athens, Greece,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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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S Workshop on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msterdam, October 2015  

•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orkshop on Contracting Parties Reassertion of 

Control over IIAs and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University of Tubingen, 

June 2015  

• ‘SPP v. Egypt’, Workshop on Landmark Case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ll Soul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June 2016  

• ‘Proportionalit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eminar on Propor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urts: Convergence in Law and 

Method? Centre franco-norvégien en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Paris, 

February 2015 

•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frica International Legal 

Awareness London Annual Programme, Shearman & Sterling, London, 

September 2014 

•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Recent Developments’, 23rd Investment 

Treaty Forum Public Meeting, ‘C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e 

Restated? Or is Jurisprudence Constante the El Dorado of Investment Treaty 

Lawyers?’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London, 

September 2014 

• ‘Il/liberal State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The Approaches of Liberal and Illiberal Governments to 

International Law, ESIL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Interest Group, 

University of Tallinn, June 2014 

• Speaker on the panel ‘Everybody Come Together over Me: Systemic 

Integration and Vienna Convention Article 31(3)(c)’,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April 2014 

•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Reflections on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wentieth Public Meeting of the Investment Treaty Forum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May 2013  

•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the (New)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Inaugural Annual Junior Faculty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May 2012 

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欧洲国际法学会、国际法协会、

国际经济法学会、法律学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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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马尔·帕特尔(Bimal N. Patel) (印度) 

  比马尔·帕特尔教授(博士) 

1970 年 6 月 29 日出生 

• 拉什特里亚·拉克沙大学(印度国家重点研究机构)副校长兼国际公法教

授，(2020 年至今) 

•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2016 年至今 

• 古吉拉特国立法律大学主管/副校长兼国际公法教授(2008-2019 年) 

• 印度政府第 21 届印度法律委员会成员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评论》编辑委员会成员 

• 印度政府内阁任命委员会下设金融部门监管任命遴选委员会成员 

• 印度外交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海外主席甄选小组成员 

• 印度中央(金融)证券托管服务有限公司公众利益主管 

• 印度无力偿债和破产委员会下设甄选委员会和法规委员会成员兼顾问 

• 古吉拉特邦政府 Gujarat Urja Vikas Nigam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18 年) 

• 古吉拉特邦石油公司旗下古吉拉特天然气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至今) 

• 印度仲裁委员会终身个人会员 

• 国家海事基金会理事会成员 

• 夏洛塔尔科技大学理事会成员 

  学历 

• 博士(荷兰莱顿大学国际法) 

 论文：印度的国家实践与国际法的发展 

• 博士(印度斋浦尔国立大学国际法) 

 论文：国际组织的责任：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洲共同

体案例研究 

• 法学硕士(荷兰莱顿大学国际法) 

 论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问责制 

• 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后文凭 

• 硕士(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论文：冷战前后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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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奥斯陆大学外交政策与治理国际暑期学校证书 

• 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生文凭 

• 理学士(印度阿南德) 

语文：英文、荷兰文和法文(中级)、印地文、古吉拉特文 

• 在一般国际法、国际关系、海洋法、海事法和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法院和

法庭)、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拥有 25 年逐步积累的学术领导、学术

教学和学术研究综合经验。 

• 作为国际法法学家，审查、编写和出版了国际法院(海牙)、国际海洋法法

庭(汉堡)、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海牙)和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日内

瓦)的行政、程序和实质性判例。 

• 在国际法、海洋法、国际组织等领域从事法学学士、法学硕士项目的教学

研究工作，并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学位文凭项目。 

  拉什特里亚·拉克沙大学(国家重点研究机构)副校长兼国际公法教授，2020 年至今 

• 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培训和外联领导任务的战略规划与实施绘制愿景、

发挥领导力。拉什特里亚·拉克沙大学是印度一所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类大

学，学科涵盖国内安全、沿海安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刑事司法、法

律、社会和人文等领域 

• 在以下领域全面指导和实施 10 所学院的学术、研究和培训方案：国内安

全和警察行政；法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沿海、海上、空中和空间安

全；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外交、语言和政治经济学；犯罪学和行为科

学；军事、战略和后勤 

• 教学、研究、指导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 

• 管理大学资源和行政事务，指导副校长、院长、各学院主管、教务长及其

团队履行行政与财务问责、诚信和尊重等文化使命 

• 发起、发展和保持与国际大学、组织和国家政府、捐助机构、大学、智

库、个人的关系和网络，组织国际和国内学术性和行政性研究方案 

• 构想和发展研究型教学大学与研究型行政大学模式 

• 与立法、治理、司法、安全部队、经济和公司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智库

合作，设计、开发和实施广泛的学术合作行政培训和研究方案 

• 与国际和国内公司实体、政府部门、公共部门企业、律师事务所和公共信

托合作，成功设立讲习教授/研究金 

• 设计和实施国际和国家发展和研究方案与项目，并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机

构、联合国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进行联络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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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吉拉特国立法律大学主管/副校长兼国际公法教授，2008-2019 年 

核心任务：学术和研究事务管理、财务管理、行政与合规管理、资源调动 

• 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培训和外联领导任务的战略规划与实施绘制愿景、

发挥领导力。就法律、法律程序学科和跨学科项目、师资、学生力量和基

础设施而言，古吉拉特国立法律大学是最大的法律大学 

• 为由印度首席大法官、印度最高法院法官、高级部长、高级法律官员(总

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长)、高级官僚、法律协会和理事会、大学等组

成的政策制定机构出台新方案和新政策提出建议，凝聚共识 

• 管理大学资源和行政事务，指导教务长及其团队履行行政与财务问责、诚

信和尊重等文化使命 

• 发起、发展和保持与国际和国家政府、捐助机构、大学、智库、个人的关

系和网络，组织国际和国内学术性和行政性研究方案 

• 构想和发展研究型教学大学与研究型行政大学模式 

• 与立法、治理、司法、国防部队、经济和公司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智库

合作，设计、开发和实施广泛的学术合作行政培训和研究方案 

• 与国际和国内公司、政府部门、公共部门企业、律师事务所和公共信托合

作，成功设立讲习教授/研究金 

• 设计和实施国际和国家发展和研究方案和项目，并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机

构、联合国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进行联络和协调 

• 利用古吉拉特邦政府提供的 3 500 万美元和 50 英亩的土地援助，建造和维

护古吉拉特国立法律大学校园 

• 为创建和维护 400 万美元的储蓄和本金基金作出贡献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荷兰海牙，1995-2008 年 

• 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成员国政府机构协商，规划、执行和评价国际合作方案 

• 为捐助机构、接受机构及政府机构执行各类项目起草合同、协议和指导方针 

• 起草演讲稿、简报、情况报告、各类正式和非正式文件，供高级管理人员

和成员国审阅 

• 参与制定和规划为国家当局提供支助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活动 

• 监督方案成果，并就方案和活动的成效提出建议 

• 促进通过国际合作扩大对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援助范围 

• 推动发起和实施非洲方案，以加强非洲国家在技术转让及和平利用化学领

域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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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世界银行、欧盟和瑞士政府、瑞典国际科学基金会等多边供资机构协

调，通过优化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技术资源，加强优质产出和有效的

方案 

• 通过欧洲联盟联合供资项目为 50 个国家主管部门实施设备援助方案 

• 分析和评价缔约国提交的与《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销毁化学武器里程碑

有关的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储存设施/销毁设施)的申报资料 

• 研究与公约对化学武器储存设施/销毁设施的申报和转用要求有关的任何

不确定性，以便设法澄清，并为澄清任何未决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行动建议 

• 开发和维护数据库，用于对成员国遵约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 

• 通过编写背景材料、统计资料、起草针对分析或研究过程中所提问题的澄

清信，就“化学品非军事化信息评估”相关的申报问题向科/处负责人提

供准确和完整信息 

(各种职位——法律、人力资源、国际合作) 

核心任务：确保条约执行和遵守；担任为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协助的高级秘书；

编写关于《联合国行政和共同工作人员服务条件手册》的研究说明和材料；与政

府部门和国际组织进行澄清；研究和起草人力资源政策和条例；协助从各国招征

聘检查员和工作人员等。 

  参与中央和各邦的立法筹备工作 

《印度南极法》；《海盗法案》；《商船运输法案》；《私营海事保安公司规则》；《印

度深海海底采矿法案》；《志愿组织条例法案》；《公共部门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政

策》；《国家诉讼政策》；关于设立大学的各项法案，如《古吉拉特邦法律委员会章

程》、《古吉拉特体育大学章程》、《儿童大学章程》、《印度师范教育学院章程》、

《古吉拉特邦诉讼政策》；《古吉拉特邦监察员法案》；《15 种废物的零垃圾填埋条

例》；《寺庙信托法案》；《古吉拉特邦法律委员会章程草案》 

  参与编写印度法律委员会的报告 

《统一民法典》；《酷刑法案》；《司法法庭化》；1961 年《律师法案》；《保释法》；

《博彩和赌博》；《婚姻强制登记》;《藐视法庭罪》；《刑事司法改革》；《诽谤罪非

刑事化》；《DNA 图谱绘制》;《陈旧法律》；《食物掺假》；《煽动叛乱法》 

  目前法律研究和著述方面的研究兴趣/工作 

海洋法和海事法、仲裁法及实践；单边和多边制裁；国家安全法；争端解决与国

际法院和法庭、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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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荣誉/会员/讲座 

海牙国际法学院(海牙)；厦门国际法学院(厦门)；国际海洋法基金会(汉堡)；西班

牙巴塞罗那大学客座教授；荷兰海牙大学教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访问学者(受

邀)；毛里求斯大学外部考官；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客座副教授；位于印度瓦尔拉

布维迪亚纳加尔萨达尔·帕特尔大学兼职教授；位于印度浦那的马哈拉施特拉理

工学院政府学院客座教授兼顾问；剑桥大学；海牙社会研究学会；鹿特丹伊拉斯

姆斯大学法学院；挪威奥斯陆大学；意大利罗马智慧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国际法协会国际法教学委员会委员；印度国际

法协会终身会员兼名誉欧洲协调员；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欧洲国际法

学会、国际法协会、荷兰国际法协会会员；印度法学会(古吉拉特邦分会)会员。 

  书籍和研究项目/论文作者/编辑 

  国家实践与国际法 

• National Security of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foreword by Dr Henry 

Kissinger, Mr Ajit Doval,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of India and Introduction by 

Professor John Norton Moore, Virginia Law School (Brill: 2020) 

•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2021 年即将出版) 

• Central Acts of India, 1834-2019 (EBC: New Delhi: 2019) 

• The State Practice of Ind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Dynamics 

of Interplay between Foreign Policy and Jurisprudence (Leiden-Boston: Brill: 

2016) 

•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1),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5)  

•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2), (the Hague: Nijhoff: 2008) 

•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dia between 1500-1945”, In Oxford Handbook 

o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Bardo Fassbender, Anne Peters and Simone 

Peter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2) (获美国国际法学会颁发

的荣誉证书) 

  争端解决——国际和国内法院和法庭 

• The World Court Case-Law Digest and Reference Guide (第三版，正在评审) 

• A Commentary –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by and against India before the ICJ, 

PCA, ITLOS and WTO, (由Allain Pellet教授和Upendra Baxi教授作序) (EBC: 

2018) 

• The World Court Reference Guide and the Case-Law Digest 2000-2010 (2nd ed.) 

(foreword by President Peter Tomka, ICJ), (the Hague: Nijhoff: 2014) 

• The World Court Reference Guide: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of 

the PCIJ and ICJ (1922-2000, 1st ed.) – (由 Shabtai Rosenne 作序);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获美国国际法学会荣誉证书提名) 

•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Sea (ITLOS) Jurisprudence, (1994-2014): 

Case Commentary, Case-Law Digest and Reference Guide, (由国际法院院长彼

得·通卡和海洋法法庭法官大卫·阿塔德作序) (EBC: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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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cal’s Friend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Former Yugoslavia 

Jurisprudence, ICTY Case-Law Digest (the Hague: ICTY: 2002) 

• Issues of un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Impact on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of India, Chanakya Journal of CCSS, March 2020, 

Vol. 4, Issue 2, pp. 66-77 

  海洋法和海事法 

• Maritime Law Manual of India (即将出版 Routledge: 2021 年) 

• Building Bright Future of Maritime Arbitration in India (正在评审) 

• Indian Ocean and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Threats, 

Bimal N. Patel, William Nunes and Aruna Malik (eds.) (由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

尔·巴里卡先生作序), (Routledge: 2016) 

•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CLOS – National Legislative Implementation 

Compliance Assessment of India (September 2017)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dia: Convergence of Law,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cience, Bimal N. Patel and Ranita Nagar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rine Environment – A Preview of Legal Issues 

in India”,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dia: Convergence of Law,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cience, Bimal N. Patel and Ranita Nagar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Marine Environment Law and Practice of China, Indi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Xiamen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Nijhoff: 2017) 

•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Prospects 

of Nav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US Naval War 

College Workshop, Hawaii, 12-13 January 2016 

• Good Order at Sea: Stability in the Indian Ocean, UGC Centre for Maritime 

Studies, University of Pondicherry, February 2016 

• The Bay of Bengal – Bangladesh-India Arbitration Award – Continuation of 

Dispute; Military Law and Operations Edition 201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Vancouver, March 2016 

• “State Practices on Antarctica and International Law: Attempt at Identification of 

India’s Interests, Needs and Concerns”, P. S. Goel, R. Ravindra, S. Chattopadhyah 

(eds.) Science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hite World Arctic-Antarctic-Himalaya,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p. 33-49 

• “Eight Dimensions of Maritime Security Law and Practice among Member States 

of 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Berkeley, Spain Proceedings 2015  

• “Law of the Sea: Maritime Security Enforcement and Jurisdictional Issues for 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IORA) Member States,”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Routledge: 2014. 

• Legal Road Map for Exploring and Exploiting Resources in the Indian Ocean, 

Ministry of Earth Sciences, Government of India  

• Global Maritime Security and Anti-Piracy: Issues and Challenges 2011, Bimal N. 

Patel, Hitesh Thakker and Asha Verma (New Delhi: EBC Publishing Hous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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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in Michael Schmitt (ed.)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gime of Legal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由 C. F. Amerasinghe 作序) (New 

Delhi: EBC: 2013)  

• A Comprehensive Guide on the Laws of Human Rights in Commonwealth 

Countries, (Wadhwa Publications: New Delhi: 2007)  

  一般国际法/国家法/州法 

• The Companies Act 2013: Key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Bimal N. Patel, 

Mamta Biswal and Dharmishta Raval (eds.), (Universal Law Publishing, 

2017) 

• Evolving Environmental Law Jurisprudence and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Selected Cases, Bimal N. Patel and Prachi Motiyani (EBC: 2016)  

•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Jurisdictional Issues and Global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Governance, Bimal N. Patel, Mamta Biswal and Joshua Aston 

(Gujarat National Law University, 2014)  

• Indian Banking Law, Bimal N. Patel, Dolly Jabbal and Prachi Motiyani, 

(EBC, 2014) 

• Food Security Law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Bimal N. Patel, Ranita 

Nagar and Hitesh Thakker (EBC, 2014)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n Indian Perspective, Bimal N. Patel, Ranita 

Nagar and Hitesh Thakker (Lexis Nexis, 2014)  

• Global Maritime Security and Anti-Piracy: Issues and Challenges 2011, 

Bimal N. Patel, Hitesh Thakker and Asha Verma (EBC: 2012)  

•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Leg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India, (GNLU: Gandhinagar, 2012)  

• Indo-US Relations: Nine Months After President Obama Visit, Bimal N. 

Patel, William Nunes and Aruna Kumar Malik (GNLU: Gandhinagar: 2012)  

• Legal 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Reuse of Waste, Editor, 

Research Report for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 Government 

of Gujarat, (GNLU: Gandhinagar: 2012)  

• Draft Statute of the Gujarat State Law Commission, Research Bill for the 

Ministry of Law and Justice, Government of Gujarat (GNLU: Gandhinagar: 

2011) 

•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Amendment, Act 2010, 

Research Paper fo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Trade, Government of 

India (GNLU: Gandhinagar: 2010)  

• Law,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ssu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of India, General Editor (EB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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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aration of Powers between Executive and the Judiciary Wings of India 

and th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Bimal N. Patel, Mamta Biswal and Jaya 

Hemnani, (GNLU: Gandhinagar: 2012)  

• Journey of Women Empowerment: Miles to Go!, Bimal N. Patel, Mamta 

Biswal and Anand Kumar Tripathi, (GNLU: Gandhinagar: 2012)  

• Live-In Relationship and Surrogacy: Legal Implications and Social Issues, 

Bimal N. Patel, Mamta Biswal and Anand Kumar Tripathi (GNLU: 

Gandhinagar: 2012) 

  文章/研究/会议论文和演讲 

  书籍/专著作者 

• “Integrated Maritime Defense Policy and Strategy of India: Some Critical 

Ideas for Preparing a Blue-Print for India”, Bimal N. Patel, Aruna Kumar 

Malik, Soumya Priyadarshinee and Udita Kanwar (et. al) (EBC: Delhi: 

2012) 

• Law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dia, Seminar by the Bureau of the 

Parliamentary Studies, Gujarat Legislative Assembly, Gandhinagar, 

Saturday, 31 October 2009 

• Indi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Reform (2005-2006): An Insightful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Bimal N. Patel 

(ed.)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49-97 (Nijhoff: Leiden, 2008) 

•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India in Bimal N. Patel (ed.)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5), 289-318 (Nijhoff: Leiden, 2005) 

  研究期刊和杂志投稿 

• “Law of the Sea: Maritime Security Enforcement and Jurisdictional Issues 

for 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IORA) Member States”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Routledge: 2014)  

• Recommendations on the Enhancement of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State Practice: Gap between 

Recommendations and Practice (1971–2006), Singapor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 Some Reflections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on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Law,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 l Law 

International Seminar, 10 December 2007.  

• The Concept of Peace Dividend and the Chemical Weapons Disarmament 

(42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 (2005)  

• Can India afford to remain a non-member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 International Law Conference,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November 2004)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Role of the OPCW (Sixth Hague Join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 Resolution 1540 and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2003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plus sollicitée et plus active que jamais, 

Revue d’analyse juridique d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Anné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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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ICJ – Year 2001 (42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2002)  

• Renaiss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 overview of the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ICJ in 2000, 41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 (2001)  

• Theory and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Destruction Regime under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11 The Non-

Proliferation Analysis Journal Summer (2000) 

•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13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2000)  

• Protection Zon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4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9 (1999) 

• Do the rules of evidence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ex-Yugoslavia ensure a fair trial? 3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9 (1999) 

•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sia: A Holistic Approach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28 August 2011  

  会议、研讨会、新闻报刊等投稿 

• Why does World Bank want to broker Indus water talk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Indian Express, 16 September 2017 

• Deliberating or Guessing Far-Sighted Solutions of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Invest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 Is this 

Realistic? , GNLU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Investment, 

Sunday, 22 July 2012 

• Indo-Japanese Relations: Future Trends, GNLU Centre for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Studies, 31 January 2012  

•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 Indian Perspective”, Taipei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Taipei, Taiwan, 30-31 

December 2011 

• “India-Australia Relations: Moving from Predicament to Permanency”, 

GNLU Centre for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Studies, 3 October 2011  

• “Indo-US Relations: 1998 to 2010 and from 2010 Onwards - Nine months 

after President Obama Visit to India”, Seminar on the Indo-US Relations: 

Nine Months after President Obama Visit to India: An Assessment; GNLU 

Center for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Studies, 21 August2011  

• Non-State Challenge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eign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West-Zone Vice-Chancellors’ Conference, Udaipur, 29 July 

2011 

• India- Singapore Bilateral Relations: A Strong Trading and Political Partner 

in the ASEAN – a concrete Result of the “Look Towards East” Policy, 

GNLU Centre for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Studies, 25 July 2011  

• India-Indonesia Bilateral Relations: A Strong Trading and Political Partner 

in the ASEAN – a concrete Result of the “Look Towards East” Policy, 

GNLU Centre for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Studies, 20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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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al Awareness on Obligations and Rights of Prisoners and Prison 

Administration –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Good Governance of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Poli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inistry o 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SPIPA, Ahmedabad, 23 March 2011.  

• Post-Doha Linkage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GNLU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petition Law, Gandhinagar, 5-6 March 2011 

• Value 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Ind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Prospects for Gujarat, 

The Road Ahead, Pandit Deendayal Petroleum University, 25 November 

2010 

• Good Governance i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in India: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Lessons, UGC-AIU All India Vice-Chancellors’ Conference, 

85th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Indian Universities, Bharati 

Vidyapeeth, Pune, 14 November 2010  

•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n Indian/Asian Perspective, GNLU 

Centre fo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3 October 2010  

• Ethics and Valu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isation, 

Western Zone Vice-Chancellors’ Conference, M. S. University, Vadodara, 

September 2010 

• Legal Infrastructure for the 21st Century of India, Gujarat Magazine, June 

2010 

•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 immensely beneficial to the country, its citizens, NRI and PIO 

communities, GNLU Centr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Gujarat National 

Law University, 10 April 2010 

• Importance of a National Sports Law Centre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India, GNLU Centre for Sports Law,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Gandhinagar, 20 March 2010 

• Interdependence of Criminology and Forensic Science Management in th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Gujarat Forensic 

Science University, Gandhinagar, 6 March 2010  

• Post-1991 Liberalization Polices and Programmes and Impacts on the 

Reduc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India, Interdisciplinary National 

Seminar on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Departments of Labour Welfare,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Gujarat University, Ahmedabad, 26 

February 2010 

• Does international law offer a remedy to a state which has been and will 

repeatedly be a victim of terrorist attacks? Daily News and Analysis, 2010  

• Peaceful Coexist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Need to 

Minimize Ecological Imbalance, Pollution and Uncontrolled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ree Day Round Table Conference, MAEER’s MIT, 

Pune, 31 January 2010 

• Industry and Business Pro-activeness can mould an effective IPR Policy, Y. 

J. Trivedi – AMA Academ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hmedabad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hmedabad, 23 Jan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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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al Issues of Non-Resident Indians (NRIs) and People of Indian Origin 

(PIOs):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Vigyan Bhavan, New Delhi, 7 

January 2010 

• Concerns, Needs and Interests shaping the Future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Gujarat University, Ahmedabad, 9 December 2009  

• Food Security and Agro-Economy in the Developing Nation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GNLU Centre for Food-Security and 

Agro-Economy, 10 October 2009 

• Role of Media in Realizing Developed India Vision 2020, Media & Law 

Training Programme, Townhall, Gandhinagar, 11 September 2009  

• Role of Mediation Mechanism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pending 

cases - Why and How, Gujarat National Law University, Gandhinagar, 5 

September 2009 

• Importance of Role of Rule of Law and Ethic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and 

MBA Professional Studies, Mahavir Business College, Vir Narmad South 

Gujarat University, 8 August 2009  

• Human Rights and Value Education in India, Saurashtra University, Rajkot, 

27 March, 2009 

• Pressing concerns of the contemporary Legal World: International Law 

Today, For a Global tomorrow, GNLU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Gandhinagar, 31 Januar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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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汉·佩里斯(Mohan Pieris) (斯里兰卡) 

摘自 2021 年 4 月 26 日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普通照会 

 在就任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之前，[佩里斯大使]于 2013 至 2015 年

担任斯里兰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并从2008年起担任斯里兰卡总检察长。 

 考虑到[他的]学术和专业资历，斯里兰卡政府相信[他的]候选资格符合

国际法委员会规约第 2 条规定的标准，并相信[他]将有效促进国际法委员会

在国际法逐渐发展方面的工作。 

  莫汉·佩里斯大使 

专业资格 

• 斯里兰卡驻纽约联合国大使兼常驻代表(2021 年 1 月至今) 

• 2013 年 1 月 15 日被任命为斯里兰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在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司法机构处置了前所未有的案件数量。通过以下措施实

施司法改革：将记录室数字化、在法院程序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对案件进行电

子存档、引入案件管理程序和程序指示、使用调解作为争端解决的替代方法、开

展法官能力建设、改善法官培训学院、提出司法问责要求、确保司法机构和律师

坚持独立性和道德操守的高标准。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发展，包括电子软

硬件和其他便利设施，以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在高效和舒适的环境中工作。 

法庭上的庭审时间得到有效利用。将迅速而实际地解决争端置于首位。践行公平

和良知原则，使法治得到有效维护。作出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和意见。其

中一些是根据宪法协商管辖权而请求出具的，所涉事项包括： 

• 总统任期。 

• 对《批款法案》和其他法案(包括根据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确定移交“土

地”主体的宪法地位)等立法适用司法审查时作出的依法裁定。 

• 针对雇用当地工作人员的“主权国家豁免”问题。 

在基本权利和公益诉讼方面： 

• 刑法和程序及其相关原因。 

• 关于警察侵犯权利的申述，行政部门和行政行动导致侵犯权利的申诉，公

益诉讼事项(清理和重新安置弱势群体和住所，解决环境问题等)，以及其

他民事和刑事上诉。 

担任斯里兰卡法律教育委员会主席期间进行的改革具有革命性。这包括课程改革、

考试程序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利用信息技术消除违规行为，从而加强和确保必

须达到的道德操守高标准，应对法律制度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2015 年 1 月 28 日辞去首席大法官职务，再度积极从事法庭实践工作，与学术界

互动协作。积极参与地方和国际仲裁。目前，根据国际商会规则，被任命为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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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建筑合同纠纷仲裁员。 

• 2011 年担任斯里兰卡内阁高级法律顾问： 

这项任务的职责要求尽早就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内阁提供适当的法律咨询意见，以

确保所作决定充分考虑到法治、宪法价值和公共利益。该办公室多次确保为内阁

提供适当建议。其中一个实例涉及按照布鲁塞尔普惠制加谈判中的承诺撤销《紧

急状况条例》，法律顾问办公室就此提出建议并被内阁采纳，此外，对国防设备

采购实施了若干改革，通过引入宪法经济学原则和价值，大大促进政府改善对以

往冲突应对措施的管理。 

• 2011 年担任塞兰银行主席： 

这一任命在该银行存亡关头作出。尽管经历了这些艰难时期，赛兰银行通过采取

严格的财政政策和审慎的商业决定，顺利重组和恢复，从而取得了成功。 

• 2008 年担任斯里兰卡总检察长： 

在担任总检察长期间，在基础设施、职业道德、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并使检察官的工作态度焕然一新。 

在此期间，总检察长必须根据伦敦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规则，

援引在新加坡麦克斯韦尔商会提起的仲裁程序，对国际商业银行提出的大量索赔

作出适当回应。美国花旗银行和德国德意志银行分别就一项“对冲协议”向斯里

兰卡共和国提出索赔。标准渣打银行就一笔类似交易向英格兰高等法院提交了另

一项索赔。这些索赔已成功解决，斯里兰卡共和国所需承担的责任极小，或无需

承担责任。 

• 2006年被任命为斯里兰卡中央银行法律顾问 

• 2005年被任命为斯里兰卡国防部法律顾问 

• 2004年被任命为总统法律顾问 

• 从高级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卸任后，在原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处理刑事和民

事事务并在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处理公法和基本权利事务达15年之久。 

• 1978年获准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法院律师。 

在英国任职期间，接受英联邦律师培训计划的培训，并在著名的“罗斯和伯恩”

律师事务所任职。通过这项培训计划，得以接触英国法院皇家律师和资深律师。 

• 1981 年回到斯里兰卡，作为国家法律顾问加入总检察长办公室。1996 年

以国家资深法律顾问身份卸任。在任期之初，作为检察官足迹遍布全国许

多地区，并进行数次主要的刑事审判，包括根据《防止恐怖主义法》提出

初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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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 6 月获斯里兰卡最高法院律师资格。 

• 担任斯里兰卡律师协会副主席。 

• 经总检察长提名作为国家法律顾问参加停火监测委员会，该机制根据斯里

兰卡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的停火协定设立，由担任高级职务的前公职人员

和代表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组成。 

• 在公共机构腐败和滥用权力问题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中担任总检察长的初

级顾问。之后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民事司工作，负责在上诉法院代表国家

处理有关宪法、司法审查、基本权利和行政法方面的事务。 

• 曾在斯里兰卡法学院担任考试委员会(中级)主席。 

• 科伦坡大学法学院外部法学学位考官。 

• 科伦坡大学法学院审判辩护课程讲师。 

  学历 

• 斯里兰卡法学院 

代表斯里兰卡法学院参加许多体育竞赛；出色运动员。1973 年在向陪审团致辞

比赛中获得著名的 Hector Jayawardena 纪念金奖。 

• 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圣约瑟夫学院和皇家学院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在学术

和非学术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以下是担任的学术职位： 

• 法学荣誉教授——印度德里国立法学院 

• 客座讲师——斯里兰卡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将军国防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 客座教授——位于旁遮普伯蒂亚拉的拉吉夫·甘地国立法律大学 

• 客座讲师——科钦国立高等法律研究大学 

• 客座讲师——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国立法学大学 

• 客座讲师——班加罗尔印度大学国立法学院 

• 客座讲师——博帕尔国立法学院大学 

• 客座讲师——兰契国立法学研究大学 

• 客座讲师——维沙卡帕特南国立法律大学 

• 客座讲师——西姆拉喜马偕尔邦国立法律大学 

• 客座讲师——阿萨姆国立法律大学和司法学院 

• 客座讲师——奥里萨克塔克国立法律大学 

• 客座讲师——古吉拉特国立法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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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座讲师——位于布巴内斯瓦尔的卡林加工业技术学院法学院 

• 客座讲师——巴特那大学法学院 

• 客座讲师——浦那共生法学院 

• 客座讲师——位于古鲁葛拉姆的哥恩卡大学法学院 

• 客座讲师——班加罗尔 KLE 协会法学院 

• 客座讲师——位于金奈的切蒂纳德研究与教育学院法律系 

• 客座讲师——位于印多尔的普雷斯蒂奇管理研究院法律系 

• 客座讲师——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尼尔默大学法学院 

• 客座讲师——大诺伊达劳埃德法学院 

• 位于斯里兰卡马特勒的卢胡纳大学(南部)理事会成员 

• 国际法学院协会司法理事会成员和人权与宪法研究组共同主席 

开设课程涵盖的法律科目如下： 

比较宪法法、环境法、国际商事仲裁、国际贸易法、人权法、国际人道法、

防止恐怖主义法和行政法 

由于目前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课堂教学现改为以虚拟方式向印度和孟加拉国的

几所法学院在线授课。 

被国际法学院协会和菲利普·杰瑟普方案任命为虚拟环境下全球模拟法庭竞赛

的主审法官。 

这些教学努力得到印度学术界的赞赏，因此在德里举行的公开仪式上被印度学术

界授予 2017 年度南亚法学家奖。评委会由印度律师事务所协会和印度 Madava 

Menon 法律和律师培训学院组成，以奖励对印度法律教育作出的杰出贡献。这是

该奖项首次颁发给非印度国民。 

环境法：利用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法律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

境署)提供的平台，介绍有关世界不同地区环境问题的许多论文并发表主旨演讲。

2019 年 6 月 13 日，应邀在可持续环境与能源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该峰会是由

技术协会社会责任理事会和环境法与发展基金会在德里联合发起的倡议。 

参与 GIAN 方案(印度政府人力资源开发部全球学术网络倡议)： 

这一教学方案包括传播以下领域的知识：比较宪法和宪政、联邦制和联邦原

则、新兴宪政领域、法治和分权、自由和公正选举、新闻自由、司法审查、

公共利益、人权和宪法补救、环境法、争端的替代解决办法(仲裁和调解)、

国际人道法和防止恐怖主义。 

• 大使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演讲主题为现代小国外交政策和 COVID-19 背景

下外交政策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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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 

• 在哈佛法学院的审判辩护教师培训讲习班上接受国家审判辩护研究所的审

判辩护培训 

• 在埃克塞特大学警察和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接受经济犯

罪问题培训 

•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与美利坚合众国国际开发署接受项目管理促进发展、外

国投资分析和谈判、国际商务方面的培训。上述课程参加者由斯里兰卡政

府提名。 

  参与国际活动 

• 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连续两届普遍定期审议会议的斯里兰卡代

表团成员。 

• 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斯里兰卡会议的斯里兰卡代表

团团长。 

• 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并代表斯里兰卡与秘书长潘基文阁下和特别

小组(达鲁斯曼委员会)共同审议问责制与冲突后和解问题，审议工作为经

验教训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规定奠定了基础，使斯里兰卡政府能够成功推

行恢复性正义政策。 

• 经验教训与和解委员会任务和相关程序起草小组成员。 

• 以恢复性正义为基础的任务起草委员会主席。 

• 负责执行经验教训与和解委员会临时建议的机构间委员会主席。 

•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起草委员会副主席。 

• 巴西通过的里约+20 决议起草小组成员。作为代表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在世界许多地区举行的多次会议。 

• 在南亚地区法律和关税合作机构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就恢复对斯里兰

卡的普惠制加减让谈判中担任首席法律顾问。 

• 以总检察长的身份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担任斯里兰卡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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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古斯特·赖尼希(August Reinisch) (奥地利) 

  个人资料 

1965 年 1 月 29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生 

  语言 

英文和德文(说、写和读：流利) 

法文(说和写：初级；阅读水平：足以应付工作) 

意大利文(初级) 

  教育 

1991 年 法学博士，维也纳大学 

1990 年 哲学博士，维也纳大学 

1989 年 国际法律研究法学硕士，纽约大学 

1988 年 法学硕士，维也纳大学 

  职业资历 

1998 年 国际公法和欧洲法特许任教资格，维也纳大学 

1994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文凭 

1990 年 取得纽约和康涅狄格州律师资格 

  工作经历 

维也纳大学 

2006 年至今   国际法律研究法学硕士课程主任 

2005 年至今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研室负责人 

2005 年至今   欧洲、国际法和比较法系副主任 

2004-2006 年以及  法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 

2010-2016 年 

2003-2004 年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系副主任 

1998 年至今   国际和欧洲法教授 

1990-1998 年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院助理 

  其他专业活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高级访问研究员

客座教授(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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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客座教授(国际

组织的特权与豁免) 

2016-2019 年    维也纳大学学术评议会成员 

2010-2018 年     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学术咨

询委员会成员 

2009 年、2011-2013 年、  悉尼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组织) 

2015 年 

1999-2010 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校区)保罗·尼采

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博洛尼亚中心兼职教授(课程：

欧盟法、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法) 

2008 年      巴黎第二大学(先贤祠-阿萨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

研究所客座教授 

2003-2004 年     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国际法和欧洲法客座教授 

1999 年-2000 年、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客座研究员和讲师

2002 年、2005 年    (课程：国际公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和国

       际组织) 

1996 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校区)保罗·尼采

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访问学者和兼职教授(欧共体法) 

1993-2004 年     奥地利维也纳外交学院讲师 

1997 年至今     多瑙河大学(奥地利克雷姆斯)讲师 

1992-1993 年     奥地利联邦外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 

1991-1995 年     维也纳大学国际研究专业主任助理 

1990-1991 年     在维也纳联邦法院实习 

  会议和发言 

2019 年 第 44 届鲁斯特奥地利国际法日(奥地利布尔根兰州) 

2019 年 德国国际法学会第 36 届双年度会议(奥地利维也纳) 

2014 年 欧洲国际法学会 10 周年纪念大会，维也纳大学 

2012 年 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的“欧盟与投资协定——未决问题和剩余挑战”，与

齐根大学和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合作(维也纳， 2012 年 6 月) 

2012 年 “国内法院关于国际组织的跨国司法对话”，维也纳大学(2012 年 4 月) 

2008 年 “在国内法院对国家组织的行为提出异议”，维也纳大学(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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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仲裁论坛“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相似点和不同点”，维也纳大

学(2008 年 11 月) 

2007 年 “投资保护的标准”，维也纳大学 

  咨询和仲裁 

2012-2016 年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至七十一届会议奥地利代表团成员，第六委

员会(法律)，美国纽约 

1995 年  第 26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奥地利代表团成员，日内瓦 

2001 年至今 按照奥地利总清偿基金法对物赔偿仲裁小组仲裁员，维也纳 

在各种投资仲裁中担任仲裁员和法律专家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调解员和仲裁员小组成员，美国华盛顿特区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成员 

  成员资格 

研究联合国系统学术委员会(联学委) 

美国律师协会 

美国国际法学会 

德国国际法学会，2005 年以来担任理事会成员，2017-2019 年担任会长 

欧洲国际法学会，2008 年以来担任执行理事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原国际组织问责制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国家破产

研究小组成员和软法律文书在国际投资法中的作用研究小组报告员)，2008 年以

来担任奥地利分会会长 

奥地利国际法学者协会 

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律师资格 

国际法委员会 

国际法学会准会员 

  著作 

赖尼希教授除了撰写大量著作、研究论文和文章以外，还撰写编辑了一系列著作。

最近的一些出版物有：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0), pp. 136.  

with Christoph Schreue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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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arc Bungenberg, From Bilateral Arbitral Tribunals and Investment Courts to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Options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pecial Issue of Europe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pringer, 2nd ed., 2020), pp. 222. 

with Philip A. Janig,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Coherenc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f Res Judicata, Lis Pendens and the Value of Precedents’, in: Attila Tanzi, Jan 

Wouters, and Mads Andenæs (ed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Coher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247-296 (Leiden, Brill 2019). 

with Céline Braumann, ‘Effet Utile’, in: Joseph Klingler, Yuri Parkhomenko and 

Constantinos Salonidis (eds.), Between the Lines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Canons and 

Other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47-72 (Alphen 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V. 2019). 

‘Human Rights Extraterritoriality: Controlling Companies Abroad’, in: Eyal Benvenisti 

and Georg Nolte (eds.), Community Interests Across International Law 396-4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Why Custom and General Principles are 

Crucial’, in: Samantha Besson and Jean d’Aspremont with Sévrine Knuche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n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1007-10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Elements of Conciliation in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Christian Tomuschat, Riccardo Pisillo Mazzeschi und Daniel 

Thürer (eds.), Concil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116-132 (Leiden und Boston, Brill – 

Nijhoff 2016).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 Jacob Katz Cogan, Ian Hurd and Ian Johnst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48-106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e Conventions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A Commentary (编辑，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Domestic Cou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76 pp.  

Österreichisches Handbuch des Völkerrechts (Austrian Ma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编辑，Vienna, Manz, 5th ed. 2013) Vol. I 774 pp., Vol. II 812 pp.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nversations on the Personality,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 Introduction, in: A. Reinisch (ed.),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Domestic Courts 1-1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IIA Interpretation, in: A. de Mestral/C. Levesque 

(eds.),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323-341 (Abingdon, UK/New 

York/USA: Routledge 2013).  

The Scope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21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3-26 (2013).  

The Future Shape of EU Investment Agreements, 28 ICSID Revi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179-19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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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s of EU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2012), 281 pp.  

‘Articles 30 and 59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in Action The 

Decisions on Jurisdiction in the Eastern Sugar and Eureko Investment Arbitrations’, in: 

39(2)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157-177 (2012).  

‘A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Odious Debts: Serving Individual/Bilateral or Community 

Interests?’, in: U. Fastenrath/R. Geiger/D.-E. Khan/A. Paulus/S. v. Schorlemer/Ch. 

Vedder (eds.),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Essays in Honour of Judge 

Bruno Simma 1225-12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ow Narrow are Narrow Dispute Settlement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in: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115-174 (2011).  

Challenging Ac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02 pp.  

‘Aid or Assistance and Direc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in: 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63-77 (2010).  

‘Necessity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41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37-158 (2010).  

‘The I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in: 7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5-306 (2008).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and Questions of Jurisdiction and Immunity, in: UNAT (ed.),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in a Changing World. United Nations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Conference 51-72 (London, Esperia Publications Ltd 2008).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ational Courts: A Discourse on International Law 

Norms on Jurisdictional and Enforcement Immunity, in: Reinisch/Kriebaum (e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ber Amicorum Hanspeter Neuhold 289-309 (Utrecht,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7).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EU Anti-Terrorism Measures from an ECHR Perspective, 

in: 6 Baltic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49-261 (200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49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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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内洛普·赖丁斯(Penelope Ridings) (新西兰) 

  个人资料 

  姓名：  佩内洛普·赖丁斯 

  出生日期： 1956 年 4 月 15 日 

职位：  大律师、国际法专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荣誉教授 

语文：  英文、德文、法文(会话水平) 

  简介 

佩内洛普·赖丁斯博士是一位大律师、国际法专家和荣誉教授，从事国际公法领

域实践与研究。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顾问、技巧娴熟的谈判代表以及备受尊敬的

律师和仲裁员。 

她拥有杰出的法律和外交生涯，曾在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任职 27 年，期间担任

过新西兰首席国际法律顾问(2011 至 2015 年)、驻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

陶宛大使(2008 至 2011 年)、驻萨摩亚高级专员(2001 至 2004 年)。 

赖丁斯博士在国际公法方面有着丰富经验，曾经担任过谈判代表、律师和裁审员。

例如，她曾： 

•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诉讼)中担任

新西兰的代理人、顾问和律师，并因此被授予新西兰国家服务功绩勋章。 

•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案中

担任新西兰的顾问和律师。 

• 2020 年被任命为世界贸易组织“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3 仲裁员库

仲裁员，此前曾担任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顾问和专家组成员，拥有

丰富经验。 

• 在创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特别是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中西太平

洋渔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担任中西太平洋渔委的法律顾问。 

• 在一系列重要国际谈判中担任新西兰的首席顾问，包括在文莱达鲁萨兰

国、智利、新加坡和新西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谈

判中担任首席顾问。该协定是首个连接亚洲、太平洋和美洲的自由贸易

协定，也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 

这些经验使赖丁斯博士对国际法的学术和外交方面有了深刻理解，并有能力为复

杂的法律问题找到共识和解决方案。她将在国际法委员会运用这些经验，澄清和

发展国际法，造福国际社会。 

__________________ 

 3 该临时解决方案旨在维持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的上诉审查，直至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重新开始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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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政治学博士，1987 年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法学硕士(优等)，1979 年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文学学士/法学学士(荣誉)，1978 年 

  专业经验 

–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荣誉教授，2021 年至今 

– 大律师、国际法专家，2015 年至今 

– 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首席国际法律顾问，2011-2015 年 

– 新西兰驻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大使，2008-2011 年 

– 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国际贸易法顾问兼贸易法负责人，2004-2007 年 

– 新西兰驻萨摩亚高级专员，2001-2004 年 

– 外交和贸易部法律司副司长，1998-2001 年 

– 新西兰驻萨摩亚副高级专员，1995-1998 年 

– 新西兰驻德国波恩大使馆一等秘书，1991-1994 年 

– 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法律司法律顾问，1988-1990 年 

– 萨摩亚总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1980 年 

–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法学院法学讲师，1979 年 

  仲裁和裁决经验 

世贸组织“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仲裁员库仲裁员，2020 年任命 

在新西兰高等法院审理的新西兰钢铁有限公司诉商业和消费者事务部长案

(CIV-2019-485-553 和 CIV-2019-485-552)中担任“根据《1988 年倾销及反倾销税

法》行使权力问题”专家，2020 年 

在新西兰皇家委员会的伯纳姆行动调查中担任“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羁押问

题”顾问，2019-2020 年 

“美国——可再生能源部门相关特定措施案”(DS 510)世贸组织专家组成员，

2018-2019 年 

“乌克兰——对俄罗斯硝酸铵的反倾销措施案”(DS 493)世贸组织专家组成员，

2017-2018 年 

“欧洲联盟——影响中国部分禽肉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案”(DS 492)世贸组织专

家组成员，2016-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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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唐伊法庭审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涉投资义务和解释案(WAI 2522)

中担任新西兰皇家委员会的专家证人，2016 年 

“印度尼西亚——园艺产品及动物和动物产品进口案”(DS 477)新西兰派驻世贸

组织顾问，2015-2016 年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案中担任新西

兰的顾问和律师，2013-2014 年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诉讼)中担任新西兰

的代理人、顾问和律师，2012-2014 年 

在新西兰怀唐伊法庭就淡水调查案(WAI 2358))所涉投资问题和混合所有制模式

举行的听证会上担任证人，2012 年 

在“澳大利亚——影响新西兰苹果进口的措施案”(DS 367)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磋

商中担任新西兰的首席顾问，2007 年 

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受理的“美国——加拿大软木材最终倾销裁定——加拿大

诉诸第 21.5 条案”(DS 264)中担任新西兰的首席顾问，2006 年 

在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受理的“美国——对新西兰新鲜、冷藏或冷冻

羊肉的保障措施案”(DS 177)中担任新西兰的首席顾问，1999-2001 年 

  参与制定国际和区域规则 

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法律顾问，2015 年至今 

《新西兰与大韩民国自由贸易协定》法律顾问，2014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和技术起草小组成员参加《某些太平洋岛屿国家政府与美

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多边渔业条约》的重新谈判，2012-2014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外交会议，会上通过了《实施

〈1977 年托雷莫利诺斯国际渔船安全公约 1993 年议定书〉规定的 2012 年开普

敦协定》，2012 年 10 月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参加《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

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的谈判，经谈判通过了该项协定，2008-2009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迪拜举行的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2006 年 2 月 4 日

至 6 日 

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法

律顾问，2004-2005 年 

《泰国与新西兰更紧密经贸关系协定》法律顾问，2004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出席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筹备会议(第 1、2、3、5 次

筹备会议)，2001-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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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出席《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

的多边高级别谈判会议(第 5、6、7 次多边高级别会议)，1999 年至 2000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参加《新西兰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养护和管理南塔斯曼海隆

桔连鳍鲑的安排》(1998 年和 2000 年安排)的谈判，1997-2000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代表、团长参加《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安排》第一次、第

二次和第三次磋商，1989-1990 年 

缔结《禁止在南太平洋使用长拖网捕鱼公约》的外交会议主席助理，新西兰惠灵

顿，1989 年 

  其他国际和法律方面的重要经验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小组和调解员小组新西兰指派的仲裁员和调解员，

2019 年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编制的调解员名单和根据附件七编制的仲裁员

名单新西兰提名的调解员和仲裁员 

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南太平洋区域渔管组织)第一次绩效审查小组主席，

2018 年 

编写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养护和管理措施的解释草案和咨询意见，2015 年至今 

就空中监视计划安排向论坛渔业局提供法律意见，2018-2019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参加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

物多样性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大会所设不限成员名额特设非正式工作组(BBNJ)，

2014-2015 年 

作为新西兰首席谈判代表参加与中国政府的外交保证谈判，2014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第十二届和第

十三届会议，2013-2014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第六委员会会议，2013-2014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出席不扩散安全倡议区域业务专家组会议，索波特，2009

年 6 月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参加与欧洲联盟委员会关于新西兰黄油欧盟市场准入安

排的谈判，2006-2007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参加世贸组织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包括渔业补贴)规则谈

判小组，2006 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出席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中国香港，2005 年 12 月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参加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南极海生委)，1990年；

作为新西兰代表参加南极海生委，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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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项和职务 

新西兰国家服务功绩勋章获得者，2015 年 

《新西兰国际法年鉴》咨询委员会成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法学会理事，2011-2015 年 

东西方中心参与者协会会长，夏威夷檀香山，1981-1982 年 

东西方中心杰出服务奖获得者，1984 年 

奥克兰大学法学院德斯蒙德·刘易斯国际法纪念奖获得者，1976 年 

  专业协会 

新西兰高等法院大律师、事务律师 

新西兰律师协会会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法学会会员 

新西兰仲裁员和调解员协会准会员 

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会员 

  部分著述和讲演活动 

“New Zealand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Drivers and Influence” in An 

Hertogen and Anna Hood (eds), International Law in Aotearoa/New Zealand (Thomson 

Reuters, 2021 年即将出版) 

公开讲座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Law”, Beeby Colloquium and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New Zealand Branch), Wellington, New Zealand, 

November 2020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as a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for Climate 

Change”, presentation to the Londo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Law, October 2019 

主持人和发言人, Forum Fisheries Agency Judicial Symposium, “Responsibility in 

Fisheries”,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August 2019 

“Arbitra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resentation to the 

Arbitrators’ and Mediators’ Institute of New Zealand Conference, August 3, 2019, SSRN 

主持人和评论人 , “Sea Level Rise and International Law”, 公开讲座 , Beeby 

Colloquium and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New Zealand Branch), Wellington, 

New Zealand, November 2018 

“Redefining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to deliver governance frameworks for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Vol 75: 1, 

435-443, January/February 2018  

小组发言人, “Law Beyond Boundaries: innovative mechanism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nterest Group,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 Febr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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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Negotiations: Walking the Tightrope betwee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nterests” New Zealand Business Law Quarterly Vol 21 No 4, 277-296, 15 December 2015 

小组发言人,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dvisers to Government”,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 23rd Annual Conference, July 2015 

小组讨论人 , “The Rainbow Warrior - a game changer? A 30 year retro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May 201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in P Green, B Hunt and T Kennedy-Grant, Green and Hunt 

on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Thomson Reuters) 2015, 2017 and 2019 editions  

“The Intervention Procedure in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 Threat to Bilateralism?” 32 

Australian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97-112 (2014)  

小组发言人, “Disputes resolution process”, Trade Negoti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at’s at stake? A panel discussion to mark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Uruguay Round, Wellington, New Zealand, December 2014 

小组发言人, “New Zealand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Some Reflections on Negotiating, 

Mediating, Arbitrating and Judging,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New Zealand Centre for Public Law at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School of Law, Wellington, August 2014 

小组发言人 ,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 22nd Annual Conference, July 2014 

发言人,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United Nations World 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Report on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active Hearing organiz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City, June 2014 

发言人 , Workshop for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Kampala Amendments on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in the Pacific 

Region, Auckland, New Zealand, March 2014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Some Reflections by Counsel” (with Elana Geddis), 11 New 

Zealand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43-158 (2013) 

会议主席,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 20th Annual Conference, July 2012 

小组发言人, “Year in Review”,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 19th, 20th and 22nd Annual Conferences, July 2011, 2012 and 2014 

小组发言人, Justice for All?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A conference: 10-year 

review of the ICC,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entr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February 2012 

共同主席, Pacific Outreach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ydney, 

Australia, February 2012 

“New Zealand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A Level Playing 

Field?”, Presenta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Auckland Branch, August 2011  

“Liberal Economics: 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B Skulska ed,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East Asian Integration: Myth or Reality? Economic University of Wrocław, 

115-130 (2010) 

会议主席 (与 Meredith Kolsky Lewis 一起)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Beeby Colloquium, Wellington, Augus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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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vans & P Ridings, “A Decade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New Zealand’s 

Experience” 3 New Zealand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15 (2006)  

发言人, “The Spaghetti Bowl Effect: Reconciling Different FTAs with Overlapping 

Partie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Symposium,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August 2005 

发言人,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for Practitioner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July 2004 

“Compliance, Enforcement and the Southern Oceans: The Need for a New Approach”, 

in RA Herr ed, Sovereignty at Sea: From Westphalia to Madrid, Wollongong Papers on 

Maritime Policy No 11, Centre for Maritime Policy,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175-190 

(2000) 

“Pacific Tuna: Biolog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with John E. Bardach), in Elisabeth 

Mann Borgese and Norton Ginsburg ed, Ocean Yearbook 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9-57 (1985)  

Resource Use Arrangements in Southwest Pacific Fisheries,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Program, East-West Centre, Honolulu, Hawaii, 1983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ct 1977” Vol 3, No 

3, Auckland University Law Review, 261-278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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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尼奥·哈里·罗克(Herminio Harry L. Roque) (菲律宾) 

获得菲律宾律师资格：1991 年 

第一个获准在国际刑事法院担任律师的亚洲人：2005 年 

获准在联合国卢旺达战争罪法庭担任律师：2004 年 

  学历 

学位 荣誉 机构 日期 

法学硕士 以优异成绩毕业 伦敦大学伦敦政治和经

济学院，英国 

1995 年至 1996 年 9 月 

法学博士 优秀法律实习生奖得主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

法学院，菲律宾奎松市 

1986 年 6 月至 1990 年 5 月 

经济学和政治学文学士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美国密歇根 

1983 年至 1986 年 6 月 

文学和政治学学士 (学分) 菲律宾大学 1982 年 6 月至 1983 年 5 月 

高中  菲律宾大学附属综合学校 1978 年 6 月至 1982 年 3 月 

小学  菲律宾基督教大学附属

联合小学 

1972 年 6 月至 1978 年 3 月 

  专业经验 

总统发言人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总统发言人办公室，2020 年 4 月 13 日至今 

律师 BUTUYAN 和 RAYEL 律师事务所，1904 Antel Corporate Center, 121 Valero 

Street, Salcedo Village, Makati, Metro-Manila，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今 

总统发言人(兼总统人权顾问)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总统发言人办公室，2017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 

议员 菲律宾共和国第 17 届国会众议院，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 

合伙人 ROQUE & BUTUYAN 律师事务所，1904 Antel Corporate Centre, 121 Valero 

Street, Salcedo Village Makati City, Philippines，1991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

27 日。(执业领域：国际法、国际仲裁、刑法——特别是对法外处决、酷刑

和强迫失踪的起诉和诽谤辩护、人权诉讼、上诉和诉诸国际人权法庭，如国

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负责人 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国际法律研究所，2005 年 1 月至 2008 年 1 月；2011 年

6 月至 2015 年 

律师资格考试考官 菲律宾最高法院律师资格考试，补救性法律，2010 年 

教授 菲律宾共和国菲律宾最高法院司法学院，国际法和人权法系，2006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副教授 3 菲律宾大学法学院，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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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6 菲律宾大学法学院，2006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 

助理教授 5 菲律宾大学法学院，2004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 月 

助理教授 3 菲律宾大学法学院，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11 月 

高级讲师 菲律宾大学法学院，2000 年 11 月至 2003 年 12 月 

 

教学兴趣 国际人道法、国际公法、国际法中的最新问题、宪法、媒体法、刑法 

兼职教授 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人权法和人道法研究院，华盛顿特区，2011 年 6

月至今 

主席 亚洲国际法学会，新加坡国立大学，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 

会员 亚洲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4 至 2012 年；2015 至

2017 年 

会员 海牙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执行理事会，2005 至 2008 年 

主席 东南亚媒体法律辩护，马来西亚吉隆坡，2011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 

主席 国际法中心(倡导者民间社会组织，负责提起公共利益案件，起诉法外处决、

酷刑、强迫失踪，并为记者提供诽谤辩护)，1904 Antel Corporate Center, 121 

Valero St., Salcedo Village Makati City, Philippines，2015 年 1 月 13 日至 10 月 

总编辑 《亚太国际人道法年鉴》，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区域代

表团，2006 年至 2015 年 10 月 

会员 《亚洲国际法期刊》编辑委员会，新加坡国立大学，2005 年至今 

讲师 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为律师提供强制性法律继续教育的中心)，司法行政研

究所，2002 年 7 月至今；专业领域：国际法、国际法律程序、宪法、一般法

律实务 

律师资格考试培训员 Chan Robles 在线律师资格考试培训，2011 年 4 月；亚当森大学法学院，2004

年 5 月 

讲师 亚当森大学法学院讲授证据法，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3 月 

研究员 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国际法律研究所，2000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2 月 

  

律师 CASTILLO LAMAN TAN 和 PANTALEON 律师事务所，2-5th Flrs., Valero 

Towers, Valero, Makati City Philippines，1990 年 9 月至 1991 年 9 月 

立法工作人员 菲律宾第八届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988 年 9 月至 199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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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励和嘉奖 

国会通过众议院第 263 号决议给予嘉奖 

众议院起诉小组荣获嘉奖，起诉小组在对首席大法官 Renato C. Corona 的弹劾审

判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而捍卫了国会对维护法治的承诺和对倾听人民要求

政府维护真相、正义、透明度和问责制呼声的承诺，2012 年 7 月 25 日 

讲席教授职位，Jose C. Campos 法官和 Maria Clara Campos 讲席教授，2012 年 

学术表彰奖，菲律宾首都银行基金会(菲律宾首都银行讲席教授职位)，2011 年 

杰出私人检察官，2011 年由打击犯罪和腐败志愿者组织授予；讲席教授职位，政

府会计学审计委员会讲席教授，2009 年；入围英国伦敦表达自由监测索引奖，

2009 年 

代表性的立法成果：向国会提交 220 多项法案，包括： 

1. HB05784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PROVIDING UNIVERSAL HEALTH CARE FOR ALL FILIPINOS, 

AND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 

REPUBLIC ACT NO.7875, AS AMENDED, OTHERWISE KNOWN AS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OF 1995”。 

状态：作为第 111223 号共和国法案颁布(主要作者) 

2. HB00253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STRENGTHENING THE PHILIPPINE COMPREHENSIVE POLICY 

ON HIV AND AIDS PREVENTION, TREATMENT, CARE AND SUPPORT, AND 

ESTABLISHING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HIV AND AIDS PLAN,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 REPUBLIC ACT NO. 8504, OTHERWISE 

KNOWN AS “THE PHILIPPINE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 OF 

1998” 

状态：作为第 11166 号共和国法案颁布(主要作者) 

3. HB05269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INSTITUTIONALIZING THE NATIONAL SCHOOL FEEDING 

PROGRAM FOR PUBLIC KINDERGARTEN AND ELEMENTARY PUPILS AND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 

状态：作为第 11037 号共和国法案颁布(主要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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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B05670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 称 ： AN ACT STRENGTHENING ASSISTANCE TO ALL FARMERS BY 

PROVIDING FREE IRRIGATION SERVICE FEE AND ALL OTHER SIMILAR OR 

RELATED FEES OR CHARGES,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 CERTAIN 

PROVISIONS OF REPUBLIC ACT NO. 3601, AS AMEND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552,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702, OTHERWISE KNOWN AS 

THE NATIONAL IRRIGATION ADMINISTRATION ACT AND REPUBLIC ACT 

NO. 8435, OTHERWISE KNOWN AS AGRICULTURAL AND FISHERIES 

MODERNIZATION ACT, AND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 

状态：作为第 10969 号共和国法案颁布(主要作者) 

5. HB05633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 文 标 题 ： AN ACT PROMOTING UNIVERSAL ACCESS TO QUALITY 

TERTIARY EDUCATION BY PROVIDING FOR FREE TUITION AND OTHER 

SCHOOL FEES IN ST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STATE-RUN 

TECHNICAL-VOCATIONAL INSTITUTIONS, STRENGTHENING THE UNIFIED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SYSTEM FOR TERTIARY EDUCATION, 

AND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 

状态：作为 RA10931 号共和国法案颁布(主要作者) 

6. HB05225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MANDATING THE PROVISION OF FREE WI-FI INTERNET 

ACCESS IN PUBLIC AREAS 

状态：作为 RA10929 号共和国法案颁布(主要作者) 

7. HB05347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ESTABLISHING A LOCAL GOVERNMENT RESETTLEMENT 

PROGRAM THAT IMPLEMENTS AN ON-SITE, IN-CITY  

OR NEAR-CITY STRATEGY FOR INFORMAL SETTLER FAMILIES IN 

ACCORDANCE WITH A PEOPLE’S PLAN AND MANDATING THE 

RELOCATING LOCAL GOVERNMENT UNIT TO PROVIDE OTHER BASIC 

SERVICES AND LIVELIHOOD COMPONENTS IN FAVOR OF THE RECIPIENT 

LOCAL GOVERNMENT UNIT, AMENDING FOR THE PURPOSE REPUBLIC ACT 

NO. 7279, AS AMENDED, OTHERWISE KNOWN AS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CT OF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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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B00918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ESTABLISHING A HEALTH PROMOTION FUND AND HEALTH 

PROMOTION COMMISSION TO OVERS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PROMO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9. HB00222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AND PENALIZING THE ACTS OF ARBITRARY INTERNAL 

DISPLACEMENT 

10. HB03185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INSTITUTING BUDGET REFORM THAT WILL ENSURE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FUNDS FOR BOTH TH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UNI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VILLAGE 

EMPOWERMENT, ENABLING THEM TO BE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IN 

ATTAINING INCLUSIVE GROWTH, APPROPRIATING FUNDS THEREFO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11. HB04754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 AN ACT AMENDING SECTION 11 OF REPUBLIC ACT NO. 6770, 

OTHERWISE KNOWN AS THE OMBUDSMAN ACT OF 1989, TO ALLOW FOR 

THE DEPUTIZATION OF PRIVATE LAWYERS AND LAW FIRMS 

12. HB00915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THE KILL SWITCH LAW 

13. HB00223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PROVIDING FOR THE PROTECTION OF WHISTLEBLOWERS 

14. HB00916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THE ANTI-ENDO ACT 

15. HB02921 号众议院法案/决议 

全称：AN ACT AMENDING REPUBLIC ACT NO. 9211, OR THE TOBACCO 

REGULATION ACT OF 2003, SECTION 13, ON WARNINGS ON CIGARETTE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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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清单 

1. H. Harry L. Roque, Jr., Chapter 13. Philippine Practice i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Domestic Courts (Reinisch, Ed, 2013) 

2. The Call of the Times: Strategic Public Interest Lawyering During the Arroyo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2001-2010)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w School, Vol. 31, No. 3 (2013) 

3. Parcon vs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 Challenge for a Relevant ASEAN 

Human Rights Mechanism in Rule of Law: Perspectives from Asia, Konrad-Adenaur- 

Stiftung, Singapore (2013) 

4. The Human Security Act and the IHL Law of the Philippines: of security and 

insecurity in GLOBAL ANTI-TERRORISM LAW AND POLICY Second Edition , 

(Ramraj, Hor, Roach and Williams, Eds., 2012). 

5.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Extralegal 

Killing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HELPBOOK ON HUMAN RIGHTS 

ISSUES: EXTRALEGAL KILLING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CHUA Ed, 2011)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Judicial Academy, 

USAID and Asia Foundation 

6. The Neri ruling on executive Privilege: Issu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Accountability of Public Officers and Separation o f Powe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ume 6, Number 2 (2011) 

7. Treaties, Chinese “Tied Loan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84 (4) PHIL. L. J 1037 (2010) 

8. The Basis of our Insecurity: The Human Security Act, 3 APYIHL (2009). 

9. _The Binding Nature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Philippines, Volume 3, Constitu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Hill, Eds. 2009). 

10. Tempering the Draconian Powers of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 How the 

Constitution Promotes Philippin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dherence to a Rule of 

Law,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actice from South to East Asia, 81-106 (Hill and Hoerth, 

Eds.2008) 

11. The Philippines Dangerous Wish Granted (The Philippines Country Report) in 

CONSTITU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211-247, Vol. 2 (Hill and Menzel, 

Eds. 2008). 

12. The Export of War: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Nijhoff Publishers, Netherlands vol. 14 

(2007). 

13. Challenging the Abuse of Right in Libel as Politics, Center for Media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CMFR) and the Royal Government of Norway 31-60 (Teodoro, 

Ed. 2008) 

14. The Criminal Nature of Child Recruit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1 APYIHL 113-134 (2006). 

15. Redress for Victims of War Crimes: The Philippine Comfort Women’s 

Continuing Search for Legal Remedies 3 JILPAC 241-249 (2006). 

16.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WTO: Survey of Current Practices with Emphasis on 

Anti-Dumping,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1(2006): 229-252. 

17. The Philippines: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n GLOBAL 

ANTI-TERRORISM LAW AND POLICY 307-326 (Ramraj, Hor and Roach, Ed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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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Philippine 

Domestic Law: The Right to Life in SYMPOSIUM ON THE RIGHT TO LIFE 

FOCUSING ON THE DEATH PENALTY 31-49 (Gutierrez, Ed. 2004). 

19.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Utilities: Issues of Existence and Enforceability in 

PUBLIC UTILITIES AND HUMAN RIGHTS 3-12 (Villaroman, Ed., 2002). 

20. Globalization of Legal Services: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Philippine Setting” in 8th ASEAN LAW ASSOCIATION GENERAL ASSEMBLY 

WORKSHOP PAPERS 55-66 (2003). 

21. Palmas Arbitration Revisited, 77 PHIL. L.J. 437-462 (2003). 

22. The Changing Face of Terrorism: A New Crime Against Humanity? 18 WORLD 

BULL. 30-46 (2001). 

23. Chapter VII Enforcement Measures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Problems under 

the Rule of Law, 17 WORLD BULL. 125-131 (2001). 

24. China’s Claim to the Spratly’s Island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 Critical 

Analysis. 15 J. ENV. and NAT. RES. LAW. 189-211 (1997). 

  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的重大案件 

  批准申请/维持原判 

1. CNMEC and Northrail et al. vs. Roque et al.- GR No. 185572：最高法院驳回了

对上诉法院和马卡蒂地区审判法院裁决的移审申请。这两个法院都下令驳回

CNMEC 和 Northrail 提出的动议，而该动议请求驳回废除 Northrail 项目的申请。

法院裁决的理由是合同不是条约，因此应遵守政府采购法，CNMEC 不享有诉讼

豁免权。 

2. Boracay Foundation, Inc. vs. Provnce of Aklan et. al. GR No. 196870：法院批准

临时环境保护令，限制在阿克兰省马莱市距离世界著名的长滩岛海滩 800 米的

Caticlan 填海建造 42 公顷土地。 

3. Green Peace SEA v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ureau et al, GA G.R. No. 00013：

批准反对转基因茄子的“自然(Kalikasan)”令。 

4. Integrated Bar of the Philippines represented by Joel Cadiz, Harry Roque and Joel 

Butuyan vs. Hon.Jose “L ito” Atienza - GR NO. 172951：法院批准移审申请，宣布

今后地方政府官员不得拒绝集会许可申请，除非这种行为将对国家构成明显和现

实的危险。 

5. Prof. Randolph David et. al. vs. Gloria Macapagal-Arroyo et. al. G. R. No. 171396：

法院批准移审申请，宣布将国家置于紧急状态的第 1017 号总统公告和第 5 号总

统令部分违宪，因其侵犯了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和平集会权和新闻自由权。

法院还宣布，即使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总统也不能行使立法权，此外，未经国会

事先授权，也不能接管私人产业。 

6. Francisco vs. De Venecia, G. R. No 160261：法院批准移审和禁令申请，禁止

众议院对时任首席大法官 Hilario Davide III 开展弹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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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ople vs. Espinosa, G. R. No.153714-20，G.R. No.153714-20：法院维持对被

控违反反贪污法的副省长 Mario K. Espinosa 的无罪判决，理由是所谓放弃宪法保

障的一罪不二审的权利必须明确无误，从而制止了 Sandiganbayan(上诉法院级别

的反腐败特别法院)要求被告“有条件认罪”以此作为其出国前提条件的做法。 

8. In re: Nilo Baculo Sr., G.R. No. Sp. 08-22：首次批准对一名记者有利的保护令

申请。 

9. In Re: Nancy Gadian S.P. G.R. No. 187652：最高法院批准了保护令申请，也

是仅有的第二份获批的保护令申请，保护令由上诉法院发出。 

10. Salonga v. Exec. Secretary: G.R. No. 176051：部分批准移审令，最高法院命令

行政部门与菲律宾当局重新谈判，确定被判定在菲律宾犯下与服役无关罪行的美

国军人的拘留地点。 

  丰富了判例法的已提交案件 

1. Rep. Clavell Martinez et al vs. De Venecia, G.R. No. 169661：要求取消众议院

处理“偏见问题”决定的移审申请不符合宪法和第 13 届国会弹劾规则的规定，

从而禁止 51 名众议院成员以难辞其咎的违宪、贪污和腐败及背叛公众信任为由

对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提起/支持提起修正弹劾申诉。因无实际意义和其

学术性而被驳回。 

2. Melin Magallona, Rep. Riza Hontiveros et. al. vs Executive Secretary. G.R. No. 

187167：驳回质疑 2009 年《菲律宾基线法》合宪性的申请。 

3. Plaridel Abaya Sr. vs. Executive Secretary G.R. NO. 167919：移审申请的申请人

认为 RA 9184 号共和国法令或《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应可管辖外国资助的项目，

如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助的项目。法院驳回了该申请，理由是被质疑的

Catanduanes 环形公路项目是菲律宾财政部长和日本大使签订的“换文”中规定的

项目，因而是一项“行政协定”，不属于采购法的范围。 

4. Department of Budget and Management vs,. Hon. Fernandez, Rex Book Store and 

Kolonwel Printing-G.R. NO. 175608：批准移审申请，从而废除了下级法院作出的

限制执行由世界银行年度贷款资助的教科书方案的裁决，参议员 Lacson 将该方

案称为“textbooks na nakakabobo”(即错误百出的教科书方案)。担任私人被告 Rex

和 Kolonwel 的律师。 

5.  Roque vs. COMELEC and Smartmatic-TIM G.R. No. 188456：驳回寻求限

制 2010 年全国自动选举的移审申请，提出申请的理由是选举违反了选票的保密

性和神圣性，而且不符合申请人所称在全面自动选举之前举行强制“试点”的规

定。J. Carpio 等人持反对意见。 

6. Jovito R. Salonga et. al. vs. Gloria-Macapagal-Arroyo G. R. No. 190307：移审申

请质疑在马京达瑙宣布戒严令的合宪性。该申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无实

际意义而被驳回。J. Carpio 等人持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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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imentel vs. Executive Secretary GR NO. 158088：移审申请要求强制将已签署

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转交参议院。该申请被驳回，该案现已成为关于“批

准”条约的意义的里程碑式案件。 

8. Sarino, Arigo, et. al vs. Executive Secretary Ermita: G.R. NO. 18594L：这项未决

申请认为巴拉望地方政府单位有权公平分享 Malampaya 油田产生的财富。 

9. Albert Wilson vs. Executive Secretary- G.R. No. 189220：这项待决申请要求发

布训令，强制菲律宾改善监狱条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威尔逊诉菲律宾共和国

的“意见”中称之为“折磨人的”监狱条件。 

10. Isabelita Vinuya, et al., vs. The Honorable Executive Secretary G. R. No. 162230：

这项待决移审申请强制要求行政部门支持二战期间菲律宾性奴隶在国际法庭的

索偿申请。 

  其他值得关注的案例 

1. Adonis vs.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在给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来文中

对菲律宾刑事诽谤法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委员会发表意见认为，菲律宾的《刑事

诽谤法》侵犯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的表达自由。 

2. Ninez Cacho Olivarez et. al., vs. First Gentleman Mike Arroyo, Civil Case No. 06-

1098：这项待决民事诉讼是菲律宾记者对第一先生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理由是

第一先生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从业人员提起 40 多项诽谤诉讼，相当于“践踏权

利”，侵犯新闻自由。 

3. Ellen Tordesillas et. al. vs. Hon. Puno et. al., Civil Case No. 08-086：因报道 2007

年 11 月 29 日半岛事件的记者被铐、被捕和被处理而引发的禁令和损害赔偿待决

民事诉讼。 

4. 关于：弹劾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2006 年、2007 年、2008 年。 

5. P. vs. Binayug, Crim Case 11-286433：马尼拉地区审判法院第 1 分院——这是

根据菲律宾反酷刑法(RA 9745)向法院提交的第一起酷刑案件。该案涉及一名小偷

嫌疑人在马尼拉一个警察局内遭受酷刑的情况。一段在世界各地播放的视频显示，

被告 Binayug 在警察局拉动一根连着受害者生殖器的绳子。 

安帕图恩案件(与安帕图恩大屠杀有关的案件，涉及 58 名受害者和 197 名被告)。 

1. Myrna Reblando et al. vs.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马京达瑙大屠杀的遗孀

们首次向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提交来文，称菲律宾政府违反了保护和促进马京

达瑙大屠杀受害者生命权的义务。 

2. People vs. And al “Unsay” Ampatuan Jr. et al：涉及 57 项多重谋杀——奎松市

地区审判法院第 221 分院——马京达瑙大屠杀 17 名媒体受害者的私人检察官。 

3. Zenaida Duhay et al vs. P/Supt Abusama Maguid, et al：国家警察委员会行政案

件，涉及 62 名被指控在马京达瑙大屠杀案中存在严重不当行为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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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 Reynafe Momay-Castillo, Juliet Palor Evardo, Glenna G. Legarta, Arlyn D. 

Lupogan, Catherine Nunez, Noemi E. Parcon, Myrna P. Reblando, Ramonita S. 

Salaysay, Editha Mirandilla Tiamzon, and Erlyn Idalo Umpad (for and in behalf of her 

minor child Japhet Eldian Umpad Arriola), as Heirs of Journalists slaughtered on Nov. 

23, 2009 in Ampatuan, Maguindanao v. Maj. Gen. Alfredo Cayton ：向任命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提出的反对被告 Cayton 晋升的申请 

5. Ma. Reynafe M. Castillo v. Mgen Alfredo Cayton, Jr. et al：违反 RA 6713 号法案

的不当行为和严重疏忽 

6. NBI DATU Esmael Mangudadatu, et al. v. Datu Sajid B. Ampatuan Jr. & Datu 

Sajid B. Ampatuan et al. / PNP-CIDG Reymundo Oquendo, et al. v. Andal Ampatuan, 

Jr. et al：涉及多项谋杀指控(初步调查) 

7. Salaysay, Mirandilla, Tiamzon, Evardo, Gatchalian, Lupogan, Nunez, Reblado v. 

Datu Andal Ampatuann, Sr., Datu Andal “Unsay” Ampatuan, Jr., Datu Zaldy Ampatuan, 

Atty. Philip Pantojan, Atty. Frances Guiani-Sayadi, Omar Sayadi, Estadz Farid Adas 

and Jesus Dureza：违反反洗钱法案 

8. Editha Tiamzon, Zenaida Duhay, et al. v. Atty. Philip Pantojan and Frances 

Guiani-Sayadi：取消律师资格 

9. Datu Akmad “Tato” Ampatuan, Sr. v. Hon. Sec. of Justice, Families of the 

Murdered Victims, et al.：移审申请 

10. Editha Tiamzon v. Zenaida Duhay et al. v. Joselito Andrada – with DOJ, for Murder 

In Re: On the Allegation of Bribery in the 11th Division of the CA hearing the case of 

Datu Zaldy “P uti” Ampatuan v. Sec. of Justice. 

11. Ramonita Salaysay et al. v. Datu Andal Ampatuan et al. for Plunder, Graft and 

Corrup tion, and Forfeiture of ill-gotten wealth：监察官 

12. Ma. Cipriana Gatchalian et al. v. Armando Tetangco et al：监察官——对未能冻

结安帕图恩氏族资产的渎职行为的刑事指控 

13. In Re: Petition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Ampatuan Massacre,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Ramonita S. Salaysay et al v. Gloria M. Arroyo：对

前总统阿罗约在安帕图恩大屠杀案中的同谋和指挥责任提起民事集体诉讼 

14 Catherine Nunez et al. v. Datu Andal Salibo Ampatuan Sr.：没收民事资产，马尼

拉反洗钱委员会、上诉法院和马尼拉区域审判法院 

  会议论文 

1. “The Role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Facing Challenges 

to the Rule of Law”,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French 

and American Societ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September 3, 2019. 

2. “Addressing and Finding Solutions to Civilizational Issu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Responses and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hilippines”, Ple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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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7th Biennial Conference, Manila 

Philippines, August 22, 2019, Quezon City, Metro-Manila 

3. “Challenges of Modern Day Terrorism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7th Biennial Conference, Quexon City, 

Metro-Manila 

4. “Southeast Asian Experiences on hate speech and blasphemy: Impact on 

radicalization”, Youth and the Internet: Fighting Radicalization and Extremism, 

UNESCO Conference, UNESCO Headquarters, Paris, France 16-17 June 2015 

5.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for MNCs in a Post-Kiobel World”, South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Engagement or Encounter?, AsianSIL Regional 

Conference, Dhaka, Bangladesh August 22-24, 2014 

6. “Build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dvocates: View from the 

Philippines” Global Alliance for Justice Education (GAJE) 7th Worldwide 

Conference, New Delhi India, December 10-18, 2013 

7.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Philippines Arbitral Claim o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Dispute”, Forum and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n What Is Be Done? Resolving 

Maritime Disputes In Southeast Asia, Angara Center for Law and Economics, 

December 5, 2013 

8. “After the Chinese Snub: How the Philippine Arbitral Claim Against 

China o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May Proceed” 4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SIL) and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SIL), New Delhi, India, November 14-16, 2013 

9. “Reforming Defamation Law and Practice”, Media Law and Policy in 

the Internet 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ctober 17-20, 2013 

10.  “Victory With and Without Success: Strategic Litigation to Advance 

Movements”,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Social Justice Conference 2013, 

New York, June 5, 2013 

11. “The Call of the Times: Strategic Public Interest Lawyering During the 

Arroyo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2001-2010)”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Annual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w School, April 10-13, 2013 

12. “Examining the UNCLOS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Scarborough Shoal Dispute”,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ZSIL”) and the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sian SIL”),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October 

25-27, 2012 

13. “The Fruits of Public Interest Lawyering: Constitutional and Human Rights 

Jurisprudence in the Philippines”,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w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Conversations Across a Sea of Islands, Hilton Hawaiian Village 

Hotel, Honolulu Hawaii, June 5-8, 2012 

14. The Philippines Experience in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CC: Lessons for Asia, Justice for All?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nference - Ten Year Revie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Sydney 

Australia, February 13-16, 2012 

15. Religious Freedom in a pluralistic Age: Trends, Challenges and Practices, 

Eighteenth Annual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igion Symposiu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vo, Utah, October 2-5, 2011 

16.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New Era, The Third Biennial Confer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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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Beijing, August 27-28, 2011 

17. Empowering Media Defence In Southeast Asia, 3rd Media Defence – 

Southeast Asi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July 27-

29, 2011 

18. Maguindanao Massacre: Case Study on Impunity in the Philippine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and the 

Region Workshop,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 September 20-29, 2010 

19. The Philippin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f 2009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y in the Philippine Setting”, International Court Review 

Conference, Kampala, Uganda, South Africa, May 24, 2010 

20. Maguindanao Massacre & Free Press Challenge of the Press, Media Legal 

Defense in Asia”, 2nd International Media Conference: Reporting New realit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pril 25-28, 2010 

21.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and Executive Privilege: The Case of Neri vs. 

Senate Blue Ribbon Committee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 Rule of Law, The 

Third Asian Forum for Constitutional Law 2009, Taipei, Taiwan September 25-26, 

2009. 

22. Combatant Status and Prisoners of War. Teacher Training Session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Kyung Hee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August 20, 2009. 

23. The Right to Reply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July 6, 2009. 

24. Treatie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The Case of 

Chinese Exim Bank Funded Project in the Philippines, Asian Legal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May 29, 2009 

25.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Counter Terrorism Measures. Institute 

of Humanitarian Law and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Jakarta Indonesia, April 23 to 25, 

2009 

26. The Binding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s in the Philippine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tting Edge 

Issues on Constitu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Singapore, March 27-28, 2008 

27. Where Have All the People and the Power Gone? Post EDSA Civil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Soonkunkwan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December 17,2007 

28. The Philippine Human Security Act: A Case Study on What an Anti-

terrorism Legislation Should Not Be. Conference on Terroris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Hong Kong, October 16-17, 2007 

29. Types of Armed Conflict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 

Seminar, Taiwan, September 29, 2007 

30. Ninez-Cacho versus First Gentleman Miguel Arroyo: When Abuse of 

Right Becomes a Tool for Defending Press Freedom. Media Law Resource 

Center Biennial Conference, Stationers Hall, London, UK, September 17, 2007 

31. Prospects for an ASEAN Human Rights Tribunal.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n the ASEAN Charter, UP Law Center, August 31, 2007 

32. Extra-Judicial Killings,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the Rule Making 

Power of the Supreme Court.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n Extra-Judicial kil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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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UP Law Center, August 3, 2007 

33. Lessons Not Learned from Armed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y in War’, ICRC Regional Delegation, Asia-Europe Institute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Hilton Petaling Jaya, Malaysia, July 17-18, 2007 

34. The Export of War: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pril 7- 8, 2007 

35. CEDAW Implementation: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tate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s Action Watch - Asia 

Pacific and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Kuala Lampur, Malaysia, February 14-

16, 2007 

36. The Proposed Philippines Anti-Terror Bill: An Act Legitimizing the 

President as Chief Execution Officer. Submiss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 Eminent Jurists Panel on Terrorism, Counter-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December 5-6, 2006, Jakarta, Indonesia 

37. Extra-Judicial Killings in the Philippines. Submiss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 Eminent Jurists Panel on Terrorism, Counter-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December 5-6, 2006, Jakarta, Indonesia 

38. The Mega Scandals of Mega Pacific and Northrail: Case Studies on 

Philippines Laws and Policies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he Secon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cy and Laws of Asia and WTO: Rules, 

Practices and Policie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uly 

27-28, 2006 

39. The Criminal Nature of Child Recruit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ird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Conference, Shanghai, China, May 25-27, 2006 

40. Updates on Philippine Constitutional Issues. 25th Anniversary Special 

Commemorative Session, ASEAN Law Association, Manila, November 26, 2005 

41. Constitution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Seminar Pap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vember 9, 2005 

42. The Premeditated Murder of the Amended Impeachment Complaint 

Against President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Seminar 

Pap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ctober 25, 2005 

43. The WTO Jurisprudenc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cy 

and Law Aspects of Asia and WTO: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ponsored by 

WTO Research Center,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uly 7-10, 2005 

44.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s Continuing Search for Legal Remedies. The 

Challenge of Law in Asia: from Globalization to Regionalization? The Second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Conferenc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May 26-27, 2005 

45. The Philippines: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A 

Symposium on Comparative Anti-Terrorism Law and Policy Organized by the 

Faculty of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rand Waterfront Copthorne Hotel, 

Singapore, June 24-26, 2004 

46.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Anti-Rape Law.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Rape Law sponsored by Australian Aid and Women’s Legal Bureau, 

Inc, Bay View Park Hotel, May 5, 2004 

47. Philippine Options for Joint Submission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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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on Disputed Maritime Areas Relevant to a Claim for an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The Status of Philippine Efforts to Delineate an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Diliman, Quezon City, Dec. 5, 2003 

48. Cross-Border Legal Services in ASEAN Under the WTO ASEAN law 

Association, Singapore, November 29, 2003 

49. Philippine Maritime Jurisdictions.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ic State,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 Center, The Westin Philippine Plaza Mindanao Ballroom, 

CCP Complex, Roxas Boulevard, Pasay City, 7 June 2002 

50. The WTO and the Philippines: Recent Experience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Leg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Forum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Sponsored by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Intercontinental Hotel, Makati, Metro- Manila, June 28, 2002 

51. State Obliga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eaties on Torture. A 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Role of Judges, Prosecutors and Public Defense Attorneys on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Sponsored by the Philippine Judicial Academy, UP Law 

Center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mbassy of the United Kingdom, Legenda 

Hotel, Subic, Zambalez, 26 July, 2002; Waterfront Hotel, Cebu City, August 23, 

2002; Marco Polo Hotel, Davao City, September 27, 2002 

52. Human Rights to Power and Water: Issues of Existence and Enforceability.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n Public Utilities and Human Rights,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UP Law Center, Bocobo Hall, October 8, 2002  

53.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Philippine Claim to Sabah.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n the Philippine Claim to Sabah,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UP Law Center, Bocobo Hall, UP Law Center, October 24, 2002 

54. WTO Remedies for Philippine Agricultural Producers. Forum sponsored 

by Municipal Government La Trinidad, Benguet,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Benguet, 

COCAFM, League of Municipal Mayors-Benguet, January 12, 2003, La Trinidad, 

Benguet; Agricultural Sector Alliance of the Philippines, Lipa City, Batangas, February 

3, 2003 

55. Terrorism and the Unilateral Use of Force. Symposium on Terrorism, UP 

College of Law, The Malcolm Trust Fund, Integrated Bar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P 

Law Center, Diliman, Quezon City, January 30, 2003 

  精选客座讲座 

1.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DR) and Bangalore Declaration, 

MCLE Lecture, IBP – ILOILO, Iloilo City, October 26, 2015 

2. Manuel O. Chan and Luz O. Chan Professorial Chair, Philippine Criminal 

Jurisdiction under EDCA: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or VFA, Malcolm Theater, 

UP College of Law Diliman, Quezon City, October 12, 2015 

3. 30th Orientation Seminar- Workshop Newly Appointed Clerks of Court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Level Courts of Judicial Regions I to XII and NCJR, 

PHILJA Training Center, Tagaytay City October 6, 2015 

4. 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Internet Freedom, Regional workshop on Litigation 

and Defense Strategies, and Advocacy, ABA-ROLI/Centerlaw, Cebu City, September 

25-27, 2015 

5. B1 or B2; What the Bangsamoro Peace Plan is Really About, Making the Legal 

Profession Relevant by Rendering More Service to Society, MCLE USJR Colle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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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Cebu, September 4, 2015 

6. Bangsamoro Basic Law and the Philippine-China Dispute Forum, University 

of San Jose Recoletos, Cebu, March 11, 2015 

7. Domestic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Litigation, Litigation and Defense Strategies 

Using Principles of Internet Freedom, ABA-ROLI/Centerlaw, Tagaytay City, March 5-7, 

2015 

8. Develop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Domestic Enfor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34th Pre-Judicature Program, 

PHILJA, February 9, 2015 

9.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orona Impeachment and Conviction, Manila 

Summit on Judicial Integrity and Accountability, The Manila Peninsula, December 3-5, 

2014 

10. Promoting Freedoms and Accountability Through the Internet, 12th Youth 

Congres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Y4iT XII), SMX Convention Center, Pasay 

City, September 11, 2014 

11. KATARUNGAN: Human Rights Victims’ Advocacy Training, Luzon: Subic 

Bay Free Port, Zambales, May 14-16, 2014, Visayas: Dumaguete City, May 27-

30,2014, Mindanao: Davao City June 8-11, 2014 

12. Capacity Building Training on Free Expression, “Nature on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Bangkok City, Thailand, November 3-6, 2013 

13. Non-State Actors in Non International Arm Conflict, Southeast Asia 

Training Session (SEAT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October 14, 2013. 

14. Climate Change Policy Forum,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Law Center, July 23, 2013 

15. Roundtable Conference on Malaysia’s Relations with Brunei, Cambodia, 

Laos, Myanmar, Philippines, Singapore towards Strengthening ASEAN through 

Multi-channel Dialogue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Relations (IDFR), Kuala 

Lumpur, December 3-4, 2012 

16. Conference on 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Countering Organized 

Crime and Terrorism in the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APSC), 

German-Southeast Asian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Public Policy and Good Governance, 

Bangkok, Thailand, September 19-20, 2012 

17. Trial Assistance Training, Media Defence South East Asia, Siem Reap, 

Cambodia, September 4-8, 2012 

18.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Seventh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Teaching Session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CRC,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UKM), July 15-18, 2012 

19. Bangkok Thematic Workshop on Engaging with Non-State Acto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PHAP), Bangkok, Thailand, May 23-26, 

2012 

20. Transnational Judicial Dialogue of Domestic Court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iversity of Vienna Faculty of Law, Vienna Austria, April 23, 2012 

21. Capacity Building Seminar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Burmese 

Lawyer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Journalists, Centerlaw Philippines, Mae 

Sot, Thailand, January 24- 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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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egional Forum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otel Intercontinental Manila, December 1-2, 2011 

23. Training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Mindanao with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ilippines, Malaysia- Singapore- Brunei Desk, Pagadian City, November 30, 2011 

24. Convincing Oral Arguments Advocacy and Public Trial / Trial by Publicity, 

MCLE Lecture, Cebu City, October 20, 2011 

25. Updates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CLE Lecture exclusive for 

Lucio Tan Group of Companies, Makati City, October 15, 2011 

26.  “Who is Winning in the Battle for the Spratly: A 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 Dispute (International Law), IBP Cebu City Lecture, September 22, 

2011 

27. Capacity Building Seminar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Centerlaw Philippines 

Conference Bangkok, Thailand, August 30-31, 2011 

28. Sixth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Teaching Session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CRC,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UKM), July 25-30, 2011 

29.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Dealing with Humanitarian Issues, 

ICRC - ASEAN Young Diplomats’ Training Session, Bandung, Indonesia, June 21-23, 

2011 

30.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Legislating Against 

impunity: the 2009 IHL Law), MCLE Lecture, Lepanto Building, Makati City, 

July 7, 2011 

31. Building Seminar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Centerlaw Philippines Conference, 

Univeris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March 13-16, 2011 

32. Updates o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 MCLE Lecture with 

More Center for Legal Excellence, Makati City, January 29, 2011 

33.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Four Seasons 

Hotel, Bangkok, Thailand, January 21-23, 2011 

34. Military and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electing a Legal 

Framework, Thematic Workshop on Human Rights and Armed Conflict, Cebu 

Philippines, November 25- 26, 2010 

35. NSA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PMSCs, Cor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Humantarian Law and Policy, HCPR International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Cebu Philippines, November 24, 2010 

36. 20th Orientation Seminar-Workshop for Newly Appointed Clerks of Court,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 Philippine Judicial Academy, Grand Men Seng 

Hotel Davao City, October 6, 2010 

37. Equality of Arms in the ICC: Challenges to the Rule of Law, Indone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Jakarta, 

Indonesia, June 10, 2010 

38. Roque vs. COMELEC: Legitimizing Automated Failure of Election, MCLE 

Lecture, April 16, 7, 2010, with Chan Robles Law Firm, Pasig City, March 19, 2010 

39. The Scope and Breadth of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Territory, MCLE 

Lecture, various providers, total times delivered: 8, March 26, 2010 with Legis Forum, 

Inc., April 9, 7, 2010, March 27, 5, 2010, February 20, 2010, December 3, 2009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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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4, 2009 

40.  International Alternative Dispute Settlement, Bicolandia IBP Regional 

Convention, Legaspi, Albay, March 2010 

41. Oral Advocacy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MCLE Lecture, various providers, 

total times delivered 2, February 23-25, 2010, and June 1-5, 2009,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42. Updates on Law and Jurisprudence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Program for Court Lawyers (Batch 2), Philippine Judicial 

Academy, Bayview Park Hotel, Manila, January 10, 2010 

4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me Statute and Cambodia: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hnom Penh, Cambodia, October 1 to 2, 2009 

44.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Institute of Humanitarian Law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Jakarta, Indonesia, April 24, 

2009 

45. The Criminal Nature of Extra-legal Killing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under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Extra-legal Killing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for Public Prosecutors and Other Government Lawyer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Open Society Institute, Davao City, February 29, 

2008, Subic Bay, Zambales, June 16-17, 2008, General Santos City, April 27-29, 2009 

46.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tandard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Killings, Philippine Judicial Academy, Cagayan de Oro, June 9, 2009; Davao City, 

June 23, 2009, Cagayan de Oro, July 16, 2009; Zamboanga City, August 18, 2009 

47.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May 19, 2009 

48. The Writ of Amparo and Habeas Data, 18th Orientation Seminar-Workshop 

for Newly Appointed Clerks of Court, Philippine Judicial Academy, Cebu City, 

December 9, 2009 

49. Combatant Status and Prisoners of War, Teacher Training Session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Kyung Hee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August 20, 2009 

50. The Right to Reply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July 6, 2009 

51. Means and Methods of Warfar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May 25, 2009 

52. IHL and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and Terrorism and IHL, 4th 

Teaching Session on IHL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ICRC and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3-8 August, 2009 

53. Non-State Actors, the Principle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Command 

Responsibility, Seminar Workshop on 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 to Legislatio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avinti, Laguna, July 16, 2008 

54.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Advocacy and 

Business: A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for Community Advocate, Diplomacy Training 

Program (DTP),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nd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Law Center, June 23, 2008, Mandaluyong, Metro-Manila 

55. Recent Challenges to the Prohibition on Torture and Remedies 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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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ure, National Training on Torture and the Istanbul Protocol, UP College of 

Medicine, REDRESS, and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January 21, 2008, Antipolo City 

56. Means and Methods of Armed Conflicts under IH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for Trainers and Curriculum Drafting 

for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raining Program,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izal, January 16, 2008 

57. The Struggle to End Impun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Workshop on 

Prosecution and Breaking Impunity, Task Force Detainees and 11.11.11 Coalition of 

the North South Flemish Movement, Iloilo City, Iloilo City, August 27, 2005 

58. Philippine Comfort Women: In Search for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National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CRC Regional Delegation and the UP 

Law Center, Diliman, Quezon City, March 9, 2005 

59.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Alie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UP Law 

Center, Diliman, Quezon City, February 17, 2005 

60.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The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ts Teaching: Role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ional Delegation, 

ICRC, Kuala Lampur, Malaysia, December 8-10, 2004 

61.  The Philippine Contribution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Petitioners Meet the Parliamentarians Forum, Traders Hotel, 

Manila, December 2, 2004, Philippine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entrelaw and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Foundation 

62.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Principles to the 

Philippine Setting, Training Course for Professor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Subic Bay, Zambales, November 13, 2004, IUCN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UP Law Center 

63. Civil Society Promoting Multilateral/International Law, EU-Asia Dialogue 

on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Discovery Suites, Ortigas, Mandaluyong 

City, October 12, 2004,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Foundation 

64. The Status of the Death Penal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for 

Philippine Legislators, Shangrila Mactan, Cebu, October 11, 2004, Royal Dutch 

Embassy and the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UP Law Center 

65.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made and Virlanie Found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visit of HRH Princess 

Caroline of Hanover and Monaco, October 27, 2004, Shangrila Hotel, Makati, Metro-

Manila 

66.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Alternative Law Groups and 

Canadian Aid Agency (CIDA), August 17 2004, Bayview Hotel, Manila 

67. Enforcement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Alternative Law 

Groups and Canadian Aid Agency (CIDA) , August 16, 2004, Bayview Hotel, Manila. 

68. The US Proposal to Renew Resolution 1422/1487: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Justice. Book Launching and Press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coal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sia,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enter, 

Diliman, Quezon City, 18 June 2004. 

6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ugee La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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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man Rights Law. Special Course on the Teaching of Refugee Law 

sponso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on Refugees and UP Law Center, 

Cebu City, June 2, 2004 

70.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in Efforts to Ratify the Rome Statute.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Ambassador 

Hotel, Bangkok, Thailand, December 30, 2003 

71. Session I. The History of the 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From 

Nuremberg and Tokyo to Rwanda and Yugoslavia, Making the Case for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orkshop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ession II. Backgroun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ICC Structure, Composition, Legal 

Principles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ICC; Session III Crimes Covered by the ICC 

under the Rome Statute. Sponsored by ERA Consumer Malaysia and Forum Asia, 

Crystal Crown Hotel, Petaling Jaya, Malaysia, December 6-8, 2003 

72. Philippine Obligations under Customary and Treaty Law on Refugee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 Order. National Forum on 

Refugee Issues, sponso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Westin 

Philippine Plaza, Manila, Dec. 5, 2003 and June 2, 2004, Cebu City 

73.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Principles to the 

Philippine Setting. Judges Forum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Philippine 

Environmental Law, Practice, and the Role of Courts, a joint project of the Philippine 

Judicial Academy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ugust 14, 2003, Tagaytay City 

74. Domestic Remedies fo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Philippine Issues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UP Law Center, Bocobo Hall, UP Law Center, July 1, 2003 

75. The Status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sponsored 

by Philippine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Philrights), April 24, 2003, Diliman, 

Quezon City 

76. International Law: Prospects for Practicing Lawyers, a case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nationwide series of lectures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UP Law Center, Batangas City, July 31, 2002; 

Olongapo City, Zambales, August 29, 2002; National Prosecutors League of the 

Philippines: Cebu Plaza Hotel, Cebu City, September 18, 2002; Butuan City, October 29, 

2002; Manila Midtown Hotel, November 19, 2002; DBP Lawyers: Holiday Inn Clark, 

Pampanga, December 7, 2002 Tagbilaran, Bohol, February 5, 2003; La Maja Rica Hotel, 

Tarlac, Tarlac, April 3, 2003; General Santos City, May 14, 2003; Dumaguete City, May 23, 

2003; UP Law Center: March 21, 2003, May 10, 2003, May 17, 2003, June 26, 2003, June 

27, 2003, August 15, 2003, September 19, 2003, October 25, 2003, November 7, 2003, 

January 17, 2004, January 24, 2004, January 28, 2004, March 3, 2004, May 26, 2004, August 

23, 2004; Land Registration Authority, July 25-26, 2003, March 13, 2004; June 10, 2004, 

July 30, 2004; Central Bank of the Philippines, April 26, 2003; Sycip Law Offices, August 2, 

2003; Philippine Bar Association, August 15, 2003, Cabanatuan City, August 19, 2003; 

Bureau of Customs, August 23, 2003; Cotabato City, August 26, 2003; Cagayan De Oro 

City, August 30, 2003; Lucena City, September 12, 2003; Imus, Cavite, September 25, 2003; 

Ayala Land Inc., Makati, September 26, 2003; Wynsum Corp, Ortigas, Pasig, October 3, 

2003; Cebu City: October 8, 2003, November 27, 2003, September 2, 2004; De Borja Law 

Offices, October 24, 2003; Adamson University, October 24, 2003; General Santos City, 

November 12, 2003; Malolos, Bulacan, November 15, 2003; Del Rosario Law Offices, 

November 22, 2003; Iloilo City, November 25, 2003; Philippine Security Consultancy 

Group, November 27, 2003; Kidapawan City, December 3, 2003; Quezon City Government, 

February 20, 2004; Baguio City, March 9, 2004; Tacloban City, August 2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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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mboanga City, August 1, 2004;, IBP Greater Manila Region, May 16, 2004; Arellano 

University, June 4, 2004; IBP National office, June 9, 2004; Legis Forum, September 4, 

2004, November 20, 2004; IBP Rizal Chapter, October 8, 2004; IBP Bicolandia, Legaspi 

City, November 4, 2004 

77.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IHL, Mandatory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 Compliance Period, Institute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UP Law Center: Zamboanga City, November 27, 2004; Dumaguete City, 

Cagayan de Oro City, Arellano University, March 3, 2006; Central Bank of the 

Philippines, July 31, 2004; Chan Robles, May 6, 2006; March 16, 2006; IBP Rizal Chapter, 

March 24, 2006; Lex Legis, March 18, 2006 

78. Law and Economics. A Mandatory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Prescribed 

Lecture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UP Law Center: De Borja 

Law Offices, October 24, 2004; UP Law Center, November 6, 2004; Chan Robles, June 

5, 2004, August 14, 2004, November 20, 2004; FILNETWORK, June 12, 2004 

79. The Rules on Electronic Evidence. A Mandatory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Prescribed Lecture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UP Law Center: 

November 19, 2002; Adamson University, October 25, 2003; IBP National Office, June 5, 

2004 

80.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iability and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s Means of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raining Course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for University Professors, sponsored by the ICRC 

and UP Law Center, May 28, 2003 and October 25, 2004 Davao City; October 20, 

2004, Cebu City 

81.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raining Program for Policy Makers of the Kingdom of 

Nepal, Sponsored by the UNDP and UP Law Center, June 3, 2003, November 18, 2003, 

Diliman, Quezon City 

  其他学术和专业活动 

1. 发言人，国际法和充满活力的亚洲，亚洲国际法学会区域会议，越南河内

Melia 酒店，2016 年 6 月 14 至 15 日 

2. 裁判员，2015 年人权委员会杯：雅典耀法学院人权辩论赛，3/F SAAC Bldg 

UP Complex Diliman，奎松市，2015 年 10 月 17 日 

3. 特邀发言人，人权与《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 Pi 

Sigma 自由周论坛，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 NCAS 礼堂，拉古纳，2015 年 9

月 30 日 

4. 小组成员，标准会谈：“中国——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就西菲律宾海问题开展

外交？”，标准论坛，马尼拉马球俱乐部，马卡蒂市，2015 年 5 月 21 日 

5. 主持人，东亚的激进化：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影响力扩大的挑战，激进化问题

会议，艾莎香格里拉酒店，曼达卢永市，2015 年 5 月 15 日 

6. 小组成员，边界与跨境执行，《哈佛国际法期刊》年度研讨会，美国马萨诸塞

州剑桥，2015 年 2 月 27 日 

7. 教练，普莱斯模拟法庭竞赛亚太回合，中国北京，2014 年 11 月 24 至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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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持人，法律干预日，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和伯莎基金会会议，德国柏林，

2014 年 11 月 5 日 

9. 讨论者，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第三次联合国机构间会议，法国斯

特拉斯堡，2015 年 11 月 4 日 

10. 顾问，人权培训员培训——国际人道法教育，人权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司——

人权和研究办公室，Camp Crame，奎松市，2014 年 7 月 10 日 

11. 兼职教授，美利坚大学人权法和人道法高级研究学院，人权法和人道法项目，

美国华盛顿特区，2014 年 6 月 4 至 6 日 

12. 小组成员，适当征用：确保东南亚的土地和财产权利，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讲习班，柬埔寨暹粒，2014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 

13. 主旨发言人，伯莎：公正的全球会议，南非开普敦，2014 年 3 月 2 至 7 日 

14. 小组成员，网络新闻国际：东盟表达自由/信息权研讨会，泰国曼谷，2014 年

2 月 17 至 18 日 

15. 教练，“第五届世界人权模拟法庭竞赛”，菲律宾大学代表队，比勒陀利亚大

学，南非约翰内斯堡，2013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 

16. 兼职教授，美利坚大学人权法和人道法学院，人权法和人道法高级研究项目，

美国华盛顿特区，2013 年 6 月 4 日至 7 日 

17. 教练，“2012 年菲利普·杰瑟普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菲律宾代表队(菲律宾

大学法法院)，国际法学生协会，美国华盛顿特区，2013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 

18. 顾问，“跨国公司及其对人权的责任：处理(准)司法文书”，欧洲宪法和人权

中心国际研讨会，菲律宾马尼拉，2013 年 3 月 19 日至 21 日 

19. 主旨发言人，第二届全国国际人道法峰会，Sibilyan Pangalagaan, IHL Itaguyod!，

制定菲律宾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行动方案，马拉卡南宫，马尼拉，2012 年 12 月 11 日 

20. 与会者，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关于战略性人权诉讼的会议，德国柏林，2012

年 11 月 9 至 10 日 

21. 发言人，青少年贝丹法律圈座谈会：斯卡伯勒浅滩争端“菲律宾对斯卡伯勒

浅滩的法律和国际索偿”。Abbot Lopez 礼堂，San Beda 校园，2012 年 8 月 30 日 

22. 评论人，政治与选举改革研究所公共论坛：“抑制 2013 年棉兰老穆斯林自治

区选举中的选举暴力和军阀主义”，UP-NCPAG 楼，菲律宾大学校园，奎松市，

2013 年 8 月 30 日 

23. 兼职教授，美利坚大学人权法和人道法学院，人权法和人道法高级研究项目，

美国华盛顿特区，2012 年 6 月 13 至 15 日 

24. 教练，“2012 年菲利普·杰瑟普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菲律宾代表队(菲律宾

大学法法院)，国际法学生协会，美国华盛顿特区，2012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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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言人，“菲律宾的人权：自上次普遍定期审议以来的成就、挑战和制约因

素”，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瑞士，2012 年 3 月 6 至 8 日 

26. 法官，菲利普·杰瑟普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最高法院，马尼拉，2012 年 2

月 25 至 27 日 

27. 小组成员，“不合宪的首席大法官：菲律宾的宪法困境”，第四届亚洲宪法论

坛，香港大学，2011 年 12 月 16 至 17 日 

28. 主持人和与会者，通过民间社会宣传加强东盟人权体系讲习班，印度尼西亚

巴厘，2011 年 12 月 4 至 6 日 

29. 与会者，开放社会基金会和亚洲论坛：亚洲民间社会关于国家安全和知情权

原则的协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2011 年 11 月 9 至 10 日 

30. 代表，第一届柏林互联网与社会研讨会：探索数字化的未来，柏林洪堡大学，

德国，2011 年 10 月 25 至 28 日 

31. 发言人，“保护权利和维护正义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第四届菲律宾犯罪

学和政治学年会，AFP 剧院，Camp Aguinaldo，奎松市，2011 年 9 月 25 日 

32. 代表，“媒体诽谤、隐私、新闻采集和新媒体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发展”，2011

年 MLRC 伦敦会议，英国伦敦，2011 年 9 月 18 至 21 日 

33. 发言人，“即刻连接入网!数字行动主义促进社会变革”，第六届越南青年国际

会议，菲律宾马尼拉，2011 年 8 月 4 至 7 日 

34. 与会者，法律与社会会议，美国旧金山，2011 年 6 月 2 至 5 日 

35. 与会者，东南亚媒体法律保护网络第三次两年期会议，泰国曼谷，2011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 

36. 与会者，东盟人权资源中心与合作伙伴和附属机构的协商会议，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2010 年 12 月 21 日 

37. 任命法官，2010 年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最高法院全体法官会议厅，

2010 年 11 月 16 至 19 日 

38. 发言人，菲律宾武装部队中的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会议，Camp General 

Aguinaldo，奎松市，2010 年 12 月 17 日 

39. 第 20 届迎新研讨会——新任命的法院书记员讲习班，菲律宾最高法院菲律

宾司法学院，Grand Men Seng 酒店，2010 年 10 月 6 日 

40. 与会者，菲律宾南部安全与稳定：对澳大利亚和该区域的影响，卧龙岗大学，

澳大利亚，2010 年 9 月 20 至 29 日 

41. 与会者，第五届东南亚国际人道法教学会议，马来西亚吉隆坡，2010 年 8 月

2 至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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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与会者，反恐怖主义研讨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澳大利亚悉尼，2010

年 8 月 5 日 6 日 

43. 小组成员，“亚洲的媒体法律辩护”，第二届国际媒体会议：报道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的新现实，香港大学，2010 年 4 月 25 日至 28 日 

44. 与会者，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执行理事会和大会会议，西班牙巴塞罗那，2010

年 3 月 12 日至 15 日 

45. 当选成员，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海牙 

46. 当选成员，亚洲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新加坡 

47. 编辑委员会成员，《亚洲比较法杂志》，新加坡国立大学 

48. 发言人，“面对欺凌者：如何直面对媒体自由的法律威胁”，媒体法律保护倡

议，《纽约时报》，纽约，2010 年 1 月 25 日至 27 日 

49. 非政府组织代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荷兰海牙，2009 年 11 月 17 至

19 日 

50. 与会者，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成员会议，荷兰海牙，2009 年

11 月 16 至 17 日 

51. 小组成员，东南亚媒体法律辩护诉讼会议，宿务，2009 年 10 月 28 至 31 日 

52. 与会者，国际刑事司法协商会议，联合国，纽约，2009 年 9 月 9 至 11 日 

53. 与会者，第九届亚欧会议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人权问题非正式研讨会，法国斯

特拉斯堡，2009 年 2 月 18 至 20 日 

54. 与会者，国际审判观察员培训项目，国际律师协会和开放社会倡议组织，泰

国曼谷，2008 年 6 月 28 至 29 日 

55. 协调员，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问题培训 

56. 协调员，国际媒体法律辩护和诉讼会议，宿务市 

57. 召集人，为检察官和其他政府律师举办的关于调查和起诉法外处决和强迫失

踪的国际培训课程，国际法中心和开放社会研究所，Marco Polo 酒店，达沃市，

2008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1 日；Vista Marina 酒店，苏比克湾，三描礼示，2008

年 6 月 16 至 17 日；Crown regency 酒店，1 座，宿务市，2008 年 9 月 29 至 30

日；Mallberry 别墅，卡加延德奥罗市，2008 年 10 月 1 至 3 日；Garden Orchid 

酒店，三宝颜市，2009 年 4 月 22 至 24 日；East Asia Royal 酒店，桑托斯将军

城，2009 年 4 月 27 至 29 日 

58. 非政府组织代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联合国总部，美国纽约，2008

年 6 月 



A/76/62  

 

21-01250 274/342 

 

59. 非政府组织代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联合国总部，美国纽约，200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0 日 

60. 与会者，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问题全国协商峰会，菲律宾最高法院，马尼拉

酒店，2007 年 7 月 16 至 17 日 

61. 小组成员，东南亚辩护诉讼会议，香港大学，比较媒体法律和政策方案，牛

津大学；东南亚新闻联盟，5 月 21 至 23 日，香港 

62. 主持人，人权对话：死刑和恢复性司法，欧洲联盟和人权委员会主办，宿务

市，2005 年 11 月 30 日；达沃市，2005 年 12 月 3 日；马尼拉，2005 年 12 月 6 日 

63. 主持人，第一届欧洲联盟与菲律宾伙伴对话，马尼拉，2005 年 12 月 1 至 2 日 

64. 教师教练，菲利普·杰瑟普模拟法庭竞赛国际赛区，菲律宾大学法学院代表

队美国华盛顿特区，2006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2 日(普通赛区第一名；高级赛区四

分之一决赛选手；Alona Ever 最佳纪念奖) 

65. 教师教练，第三届香港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菲律宾大学法学院代表队(冠

军队、亚军队、最佳演讲者、最佳演讲者亚军)，香港，2005 年 3 月 11 至 12 日 

66. 教师教练，2004 年 Jean Pictet 国际人道法竞赛，菲律宾大学法学院代表队

(英语组冠军)，法国梅雅内莱克拉，2004 年 4 月 

67. 教师教练，第二和第三届香港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菲律宾大学法学院

代表队，2004 年 2 月和 2005 年 2 月 

68. 评论人，“我们的生活质量：人民的观点”，Kilosbayan 和菲律宾大学法学院，

奎松市迪利曼，2005 年 1 月 14 日 

69. 主持人，与埃尔基•考鲁拉法官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亚洲受害者研讨

会，奎松市迪利曼，2004 年 2 月 26 日 

70. 评论人，正义、人权和行政关系公共讲座，菲律宾大学法学院与菲律宾大学

国家公共行政和治理学院领导力、公民权和民主中心合作主办，2004 年 2 月 20

日，Malcolm 剧院，菲律宾大学法学院，菲律宾大学迪利曼校区，奎松市 

71. 工作组报告员，题为“加强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情况”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专

家研讨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办，马来西亚吉隆坡，2003 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 

72. 主持人，“菲律宾关于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规约”拟议法案草案。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菲律宾代表团主办的论坛，2003 年 2 月 21 日，新世界酒店，马卡蒂，

大马尼拉市 

73. 教师教练，杰瑟普模拟法庭竞赛，菲律宾大学法学院代表队，2005 年 2 月 19

日，马尼拉 

74. 非政府组织代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侵略罪非正式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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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组织和民间组织 

1. White Plains 业主协会主席，2010-2013 年 

2. 国际法中心创始主席(2005 年至今)，该非政府组织旨在促进国际法对菲律宾

法律体系的约束力，并利用现有国际补救措施强制执行和实施人权法和国际

人道法(http//www.centerlaw.org) 

3. Onesimo 基金会创始主席(1996-2007 年)，基金会是一个为城市贫困青年提供

支持和康复的非政府组织(http://www.onesimo.ch) 

4. 亚洲人道法论坛协调员 

5. 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普遍管辖权项目主席 

6. 菲律宾国际人道法协会财务主管 

7. 国际刑事律师协会成员 

8. 菲律宾国家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委员会成员 

9. 外交部(代表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物公约草案机构

间技术委员会成员，2001 年 

10. 外交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海事和海洋问题双边磋商菲律宾小组顾问，马尼拉 

11. 延伸大陆架项目成员，菲律宾大学 ILS，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 

12. 英国校友会菲律宾分会成员 

13. 外交部与马来西亚领土争端机构间委员会成员，马尼拉(代表菲律宾第八届

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法律外联 

在电视和电台上就国际和政治法律问题发表 1 000 多篇文章。被《时代》、CNN、

半岛电视台、《金融时报》、《纽约时报》、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联社引用。 

主持人，Usapang De Campanilla(DZMM TeleRadyo)，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 

主持人，Konektado (DZMM TeleRadyo)，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0 月。 

个人资料：1966 年 10 月 21 日生于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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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何塞·鲁达·桑托拉里亚(Juan José Ruda Santolaria) (秘鲁)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鲁达教授获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律学位和德乌斯托大学(西班牙毕尔巴鄂)哲学

博士学位。目前担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2017-2021 年)、安第斯共同体法院

秘鲁第一候补法官、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成员和美洲律师协会终身会员。 

 鲁达教授目前担任秘鲁外交部长高级法律顾问。现担任秘鲁外交部关于与智

利海洋划界进程的特设咨询委员会秘书，并在该过程中担任在国际法院(海牙)的

秘鲁代表团成员。由于出色参与了国际法院关于秘鲁与智利海洋划界的进程，在

秘鲁获得了最重要的荣誉。 

 此外，鲁达教授是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律系资深教授，并曾在多个国际论坛演

讲。他撰写了多部国际法领域的出版物，其中包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

津国际法书目”系列中的 Vatican and the Holy See 一文，以及由秘鲁天主教大学

出版的 Los Sujet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El caso de la Iglesia Católica y del 

Estado de la Ciudad del Vaticano 一书。此外，鲁达教授还为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

书馆录制了讲座。 

 自 2007 年以来担任秘鲁外交部首席法律顾问以及常设仲裁法院成员。联合

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2017-2021 年)。该委员会“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

研究小组共同主席。 

 秘鲁天主教大学国际公法教授，曾于 2006 年至 2009 年担任该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所主任。 

 一. 学历 

– 德乌斯托大学(西班牙毕尔巴鄂)博士。 

– 学位等同西班牙法律学位。 

– 获秘鲁天主教大学(利马)法学学士学位并作为律师毕业。 

– 在 La Inmaculada 耶稣会学校(利马)上学，完成初级和中级教育。 

 二. 专业活动以及最近的学术工作 

– 部长办公室顾问(自 2017 年 9 月以来)。 

– 秘鲁外交部向部长办公室报告工作的特别小组法律顾问(自 2011 年 1 月以来)。 

– 秘鲁外交部法律顾问(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1 月)。 

– 秘鲁外交部与智利海洋划界问题特设委员会秘书(2007 年至 2014 年)。 

– 到国际法院(海牙)参加与智利海洋划界诉讼的秘鲁代表团成员。 

–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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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2017-2022 年)。该委员会“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

上升”专题研究小组共同主席，该专题被列入委员会 2019 年工作方案。 

– 安第斯法院的秘鲁第一候补法官。 

– 利马荣誉律师协会成员，也是该协会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 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成员。 

– 美洲国际和比较法学院(总部设在利马)荣誉成员。 

– 美洲律师协会终身成员。 

– 秘鲁国际法学会协理会员。 

– 拉丁美洲宗教自由联盟成员。 

– 秘鲁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2001 年 2 月至 2006 年 8 月)，后成

为研究所所长(2006 年 8 月至 2009 年 2 月)。 

– Riva-Agüero 研究所(秘鲁天主教大学高级研究学院)历史与艺术部荣誉成员

以及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从 1998 年至 2001 年担任外联协调员。 

– 秘鲁天主教大学跨学科宗教研究项目成员。 

– 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律系资深教授，负责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主题的课程。还在

法学院教授国际公法课程；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硕士学位课程(国际关系专

业)，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的一体化进程课程和论文研讨课以及高级国际公

法和争端解决的课程单元。 

– 还曾担任秘鲁外交学院教授(国际法主题课程以及解决争端和海洋法单元)、秘鲁

应用科学大学法学院教授以及圣马丁国立大学治理学院教授(利马)。 

– 此外，还在秘鲁境外教授课程或研讨课，如圣帕布洛大学(马德里)、阿尔卡

拉大学(马德里)、庞培法布拉大学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巴塞罗那)以及德乌

斯托大学(毕尔巴鄂)、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墨西哥城)、阿道夫•伊班奈兹大学

(比尼亚德尔马)、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瓦尔帕莱索)、智利圣地亚哥大学

(智利圣地亚哥)、哈维里亚那天主教大学(波哥大)以及马德里外交学院和维

也纳外交学院等机构。 

 三. 奖项和荣誉 

– 秘鲁共和国授予的奖项： 

• 秘鲁大十字太阳勋章(2015 年) 

• 杰出服务大十字功绩勋章(2011 年) 

• 秘鲁 José Gregorio Paz Soldán 外交服务大十字功绩勋章(2015 年) 

• 秘鲁海军功绩十字大军官勋位(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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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亚库乔高等骑士勋位军事勋章(2014 年) 

– 西班牙王国授予的奖项： 

• 文职功绩十字勋章(2001 年) 

– 其他奖项： 

• 秘鲁天主教大学授予的 Padre Jorge Dintilhac 荣誉奖章(2014 年) 

• 秘鲁天主教大学校友和毕业生协会授予的“杰出校友”称号(2014 年) 

– 荣誉： 

• 秘鲁阿雷基帕律师协会表彰(2014 年) 

• 圣伊思德罗市表彰(利马，2014 年) 

• 秘鲁国家大学校长会议表彰(2014 年) 

 四. 国际会议论文与函件 

–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马德里)、奥地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家特

别方案(维也纳)、奥地利拉丁美洲研究所(维也纳)、Circolo di Roma、罗马第

三大学和秘鲁驻罗马教廷大使馆(罗马)、德乌斯托大学以及比斯开荣誉律师

协会(毕尔巴鄂)组织的会议。 

– 拉丁美洲、加勒比和欧洲联盟第二次商业峰会筹备委员会成员，该峰会由秘

鲁私营企业国家联合会 2008 年 5 月在利马举办。在该活动中，还在起草提

交供参加 2008 年 5 月第五次拉丁美洲和欧洲联盟首脑会议的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审议的最后文件的工作组中发挥积极作用。 

– 参加了科帕卡瓦纳炮台会议第二次欧洲论坛，欧盟-拉丁美洲安全和防务合

作：保护责任与国际和平特派团，该论坛 2009 年 6 月在巴黎由南共市政治

学教席和安全研究所举办。 

– 参加了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司法委员会与该组织成员国的法律顾问和咨询人

于 2016 年 10 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六次联席会议。 

– 参加了 2017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投资协定和争端

解决谈判代表会议，该会议由阿根廷共和国外交和宗教事务部和国际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 

– 参加了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司法委员会与该组织成员国的法律顾问和咨询人

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和 16 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七次联席会议。 

– 参加了 2018 年 10 月和 2019 年 10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由秘鲁、葡萄牙、

罗马尼亚、土耳其、新西兰和岛屿发展中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办的关于“与

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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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 2018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由迈阿密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主办的庆祝

七十周年座谈会“过去/未来七十年，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发展的作用和贡

献：编纂、逐渐发展，还是两者兼有？” 

– 出席了 2019年 9月 2日至 3日在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法学会世界大会。 

– 与国际法委员会其他委员一道，参加了 2019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在新加坡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组织的“海平面上升与海洋法”非正式圆桌会

议。其他发言者包括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

国和越南的专家和政府代表。 

 五. 讲座和授课 

– 在美洲和欧洲举办各种讲座。 

– 担任 2005 年 12 月在利马举行的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三十三期校外课程讲师。 

– 担任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 2008 年 8 月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年度国

际法课程的讲师。 

– 担任国际法当前趋势课程的讲师。该课程是旨在促进国际法的区域能力建设

方案，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和秘鲁外交学院于 2009 年 7 月在利马

举办，得到了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的资助。 

– 为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录制讲座，题目分别为“El principio del uti 

possidetis iuris”、“La Santa Sede y el Estado Vaticano a la luz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和“Consideraciones sobre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foros o grupos a nivel 

internacional: Significación de la personalidad jurídica internacional”(2018 年和

2019 年)。 

– 为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学院 Enlace Derecho 项目录制讲座“Introducción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2019 年)。 

 六. 书籍 

– 专著 Los Sujet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El Caso de la Iglesia Católica y del 

Estado de la Ciudad del Vaticano,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七.  书籍章节 

– 合著并合编 Cincuenta años de la 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Derechos Humanos,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iva-Agüero Institute, 1999。 

 – 撰文“Relaciones Iglesia-Estado: Reflexiones sobre su marco jurídico”, in Marzal, 

Manuel, Catalina Romero and José Sánchez (editors), La Religión en el Perú al 

filo del milenio (joint publication),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terdisciplinary Seminary of Religious Studi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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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撰文“Reflexiones sobre el Acuerdo Peruano-Ecuatoriano de 1998 a propósito de 

la demarcación de la frontera terrestre común”, in Namihas, Sandra (编), El 

Proceso de Conversaciones para la Solución del Diferendo Peruano-Ecuatoriano 

(joint publication),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iva-Agüero Institute, 2000。 

 – 撰文“Las relaciones del Perú con la Santa Sede: Una presentación de los aspectos 

más significativos hasta la misión de Bartolomé Herrera”, in Libro Homenaje a 

Félix Denegri Luna,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2000。 

 – 撰文“Una mirada al Oriente siguiendo las impresiones de Riva-Agüero”, in Libro 

Homenaje a José Agustín de la Puente y Candamo,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2002。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sobre las relaciones del Perú con la Santa Sede después 

de 1870”, in Libro Homenaje a Don José Giménez y Martinez de Carvajal, Madrid, 

CEU San Pablo University, 2003。 

 – 撰文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in Novak, Fabián (coordinator):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joint publication),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3。 

 – 撰文 “Breves impresiones sobre la actuación pública de Basadre a la luz del 

Archivo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in Libro Homenaje a Jorge 

Basadre,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Riva-

Agüero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Peruvian North American Cultural 

Institute, 2005。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en materia de asilo”, in the joint publication Asilo, 

Refugio y Desplazamiento Interno: Comentarios a la nueva legislación peruan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and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Lima, 2006。 

 – 撰 文 “Una mirada al tratamiento de la libertad religiosa en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in Navarro Floria, Juan 

G. (Coordinator), Estado, Derecho y Religión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Marcial Pons Argentina, 2009。 

 – 撰文  “La protezione della libertà religiosa nella Convenzione americana dei 

diritti dell’uomo”, in Navarro Floria, Juan G. and Daniela Milani (editors), Diritto 

e religione in America Latina, Bologna, Italian-Latin American Institute, il Mulino, 

Latin American Consortium for Religious Freedo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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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协作编著在线出版物 

 – Ruda Santolaria, Juan José: “Vatican and the Holy See”, 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Ed. Anthony Ca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九. 期刊论文 

 – 撰文 “La Iglesia Católica y el Estado Vaticano como Sujet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 Rom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No. 35, 1997。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a propósito de la Ciudadanía de la Unión Europea”, in 

Agenda Internacional,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Lima, No. 10, January-June 1998.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en materia de nacionalidad”, in Ius et Veritas, journal 

edited by students of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Lima, No. 17, 1998。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sobre la actuación de la Santa Sede en la solución de 

controversias internacionales”, in Revista de Conflictología. Una herramienta 

para la paz, Barcelona, Edimurtra, No. 1, April 2000。 

 – 撰文“Las Relaciones entr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a la luz de las Constituciones 

peruanas del siglo XIX”, in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Valparaíso, 

Catholic University of Valparaíso, No. XXIV, 2002。 

 – 撰文“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del Perú con la 

Santa Sede”, in Revista Peruan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Lima, Peruvian 

International Law Society, January-April 2003, No. 121 (为纪念秘鲁与罗马教

廷建交 150 周年)。 

 – 撰文 “Conflictos, solución de controversias y fenómeno religioso: Algunas 

reflexiones en voz alta”, in Anales de Derecho UC - Actas del IV Coloquio del 

Consorcio Latinoamericano de Libertad Religiosa, Santiago, Chile, first edition,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2005。 

 – 撰文“Estado Vaticano: Breves Reflexiones en la perspectiva de sus 75 años de 

existencia”, in Ius Inter Gentes, journal edited by students of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Lima, 2005, No. 2。 

 – 撰文“Reflexiones en torno a la V Cumbre ALC-UE”, in Chasqui, el correo del 

Perú – Boletín Cultural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l Perú, Lima, 

No. 12, May 2008。 

 – 撰文“El Acuerdo entre la Santa Sede y la República del Perú”, in 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Canónico y Derecho Eclesiástico del Estado, Madrid, Iustel,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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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No. 22, Sección Monográfica: Las relaciones concordadas entre la Santa 

Sede y lo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十. 出版的研究成果 

 – Ruda, Juan José and Novak, Fabian: “El tráfico ilícito de drogas en el Perú: Una 

aproximación internacional”. 该文在萨拉曼卡发表, Manuel Ernesto (协调人), 

Las prácticas de la resolución de conflictos en América Latina, 德乌斯托大学联

合出版物，毕尔巴鄂，2007 年; 并见于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所工作文件，利马，2008 年，后收入联合出版物 El mapa del narcotráfico en 

el Perú, 利马，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9 年。 

 – Ruda, Juan José: “Algunas reflexiones en torno al lavado de dinero”, 作为秘鲁

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文件发表，利马，2009 年。 

 十一. 个人资料 

–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5 年 6 月 6 日，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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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翁·萨勒(Alioune Sall) (塞内加尔) 

[原件：英文和法文] 

  培训和大学活动 

2012 年  大学教授(由非洲和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理事会授予) 

2009-2012 年 法国波尔多大学客座教授 

2010 年至今 法国勒阿弗尔大学客座教授 

2007 年  在利伯维尔的大学教授资格会考中，取得公法和政治学教师资格

(成绩排名第一) 

1996 年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法学博士 

1991 年  加入塞内加尔律师协会(成绩排名第一) 

1991 年  法国索邦大学文学学士 

1988 年  加入法国巴黎律师协会 

1989 年  获得巴黎律师培训中心颁发的律师职业资格证书 

  司法经验 

2014-2018 年 西非经共体法院法官(通过了由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组成的西非经

共体法律委员会的口头面试，在各国候选人中排名第一) 

2013 年  在西非经共体法院审理的案件(侯赛因·哈布雷诉塞内加尔案)中，

担任塞内加尔的代理人和律师 

2010 年  在西非经货联法院审理的案件(西非经货联诉塞内加尔案)中，担任

塞内加尔的律师 

2009 年  在海牙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担任塞内加

尔的律师 

1999-2010 年 GNING 大律师办公室出庭律师(Lamine Gueye 大道，达喀尔) 

1992 年  B. WADE 大律师办公室律师(Albert Sarraut 大道，达喀尔) 

1993-1995 年 Mireille MAHE 大律师办公室律师、巴黎律师协会注册律师(Foch 大

道 83 号，巴黎 16 区) 

 专攻：商法、银行法、社会法 

1988-1989 年 Mireille MAHE 大律师办公室见习律师，巴黎律师协会注册律师 

 在法国巴黎初审法院和弗勒里-梅罗吉监狱实习 

 国际刑事法院在册辩护律师(国际刑事法院，审理中案件，《程序和

证据规则》规则 22、《法院条例》第 6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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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在册辩护律师(审理中案件) 

授课经历 

(a) 大学授课 

2012 年至今 在贝宁科托努的阿波美卡拉维大学教科文组织教席教授国际法 

2011 年至今 在西非天主教大学科特迪瓦阿比让分校教授国际法 

2020 年至今 在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谢赫·安达·迪奥普大学法律与和平研究所

教授国际法 

2012 年至今 在塞内加尔圣路易的加斯顿·伯杰大学教授国际法 

2010 年至今 在多哥洛美大学教授国际法 

(b) 培训法律专业人员 

2017 年 4 月 布基纳法索律师培训，主题为“国家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侵犯人权

行为的责任：律师的作用” 

2016 年 6 月 关于侵犯人权领域社区程序的培训研讨会，由西非经共体法院组织，

面向马里和巴马科的律师和治安法官，2016 年 6 月 

2015 年 3 月 关于申请人在人权领域主管法院的诉讼地位的培训研讨会，与几内

亚比绍司法当局在比绍合作举办 

  在近期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西非经共体法院及其在西非一体化中的作用”，西非经共体法院组织的国际会

议，阿克拉，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4 日。 

“西非经共体法院”，在关于非洲国际、区域和次区域法院的专题讨论会上的发

言，会议由突尼斯司法、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法、国际法院和宪法性法律研

究处举办，突尼斯市，2019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 

“非洲混合法庭未来面临的挑战”，在开放社会基金会和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

理事会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2018 年 2 月。 

“西非经共体法院改革的后果介绍”，西非开放社会倡议达喀尔办事处(塞内加

尔)举办的专题讨论会，达喀尔，2017 年 12 月。 

“关于申请人在西非经共体法院的诉讼地位的思考”，西非经共体法院组织的国

际会议，比绍，2015 年 3 月。 

“非洲区域法院与国内法院之间的协作：案件移交”，在达喀尔举办的法院间会

议，由西非经货联法院组织，达喀尔，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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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before the ECOWAS Court of Justice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L’Harmattan, 2019. 

Justice of integration. Réflexions on ECOWAS and WAEMU judicial institutions, 

L’Harmattan, 2nd edition, 2018. 

ECOWAS External Relations, L’Harmattan, 2017 

Emotion and Reason.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L’Harmattan 2020 

  曾担任以下机构成员 

2019 年  全国对话政治委员会小组(由各联盟党派协商一致推举 4 名独立人

士)成员。 

2015 年和 2017 年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理事会组织的教师资格会考(非洲

大学教授候选人考试)公法学科评委会成员 

2013 年  西非经货联议会基本法工作组成员 

2012 年  塞内加尔治安法官培训中心竞争性入学考试评委会成员 

2009 年  塞内加尔国家监察总局竞争性考试评委会成员 

2007 年  国家行政与治安管理学院 2007 年入学考试评委会成员 

1989-1991 年 法国地方公务员全国管理中心在法兰西岛大区巴黎组织的一项考

试的评委会成员 

  熟练掌握的语文 

– 法文 

– 英文(西非经共体法官遴选标准，法院工作语文和裁决书起草所用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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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萨瓦多戈(Louis Savadogo) (布基纳法索) 

路易·萨瓦多戈 

布基纳法索候选人，经非洲联盟认可参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21 年)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高级讲师 

国际海洋法法庭书记官处法律干事 

路易·萨瓦多戈先生经非洲联盟认可参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他拥有博士学位，

获得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指导研究的资格。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巴黎大学

公署安德烈·伊索雷奖。他还被法国海军学院授予奖章和奖项。因此，萨瓦多戈

先生既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法律从业者。 

萨瓦多戈先生是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和塞吉-蓬图瓦兹大学的高级讲师，

同时也是国际海洋法法庭(海洋法法庭)的法律干事。他教授公法，重点教授国际

公法。他的研究以海洋法法庭的工作经验为坚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人的

理论学说。他采用分析性方法，侧重结合实际问题研究现行规则，传播和提高对

特定领域法律现状的认识，促进用户的工作。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始终秉持严

谨的科学态度，同时务实而不拘泥于抽象概念。他的学说内容旨在在国际公法(主

要是海洋法)研究与其他公法领域研究之间取得平衡。 

萨瓦多戈先生除了在权威法律期刊上发表文章外，还为海洋法法庭起草了若干份

涉及实质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的研究报告和报告。他本着务实目的，采用法律从

业人员的方法。他的方法兼顾抽象和系统化问题，与个人的理论学说相一致。从

这个角度看，实践不仅是对学术活动的补充，也是开展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萨

瓦多戈先生的司法活动包括参与海洋法法庭的审议、起草司法裁决(部分或全文)

以及代表法庭出席国际会议。 

  学历 

• 公法博士，论文题目为“内陆国家的一般理论”，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

-索邦)，该论文在答辩中获最高等级，获论文奖提名(1992 年)、巴黎大

学公署 1993 年论文奖(安德烈·伊索雷奖)，其商业版由 LGDJ 出版社出

版，并获海军学院奖章和奖项(1997 年)。 

• 指导研究资格，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1992 年。 

• 深入学习文凭(DEA)，黎第二大学(先贤祠-阿萨斯)政治学院政治学，1986 年。 

• 学士学位，外国文学与文明(西班牙文)，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1992 年。 

  学术著作 

  书籍 

• Essai sur 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États sans littoral, version éditoriale de la 

thèse, Paris, L.G.D.J., Bibliothè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communautaire, 

tome № 111, décembre 1997, 389 p. Préface de Monsieur le Professeur 

L. Lucchini. Prix André Isoré (1992) de la Chancellerie des Universités de 

Paris, Prix et médaille de l’Académie de marin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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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té du droit de la mer, ouvrage collectif sous la direction de M. Forteau & A. 

Pellet, Paris, Pedone, 2017, pp. 867-890 (Chapitre 8 “États géographiquement 

désavantagés et États sans littoral”). 

• Droit du contentieux international (forthcoming publication in 2021 at the 

Gualino, Lextenso, collection). 

• L. Savadogo et M. Kamga (ed), Mélanges offerts au Juge Tafsir Malick 

Ndiaye, forthcoming publication at the Bill editions, Leiden, 2021. 

  文章、研究论文及研讨会或会议讲座 

• “Bibliographie systématique des ouvrages et articles relatifs 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ubliés en langue français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dame G. Guyomar,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88, 1989. 

• “Le Traité relatif à l’harmonisation du droit des affaires en Afrique (17 

octobre 1993)”,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94, pp. 823-847. 

• “L’accession des noirs à l’administration des grandes villes aux États-Unis”, 

Revue du droit public, 1995, pp. 625-860. 

• “Les régimes internationaux de l’utilisation des ressources minérales de la 

mer Caspienne”,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1997, pp. 265-308. 

• “Le contentieux entre la Grèce et la Macédoine au sujet de l’appellation 

‘Macédoine’”,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droit comparé, 1997, 

pp. 248-297.  

• “L’accord entre la Croatie et la Bosnie-Herzégovine du 22 novembre 1998 : 

la logique de la réciprocité en matière de transit d’un État sans accès utile à 

la mer”,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1998, p. 119-133. 

• “La renaissance de la procédure des demandes reconventionnelles dans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99, pp. 237-270. 

• “Case concerning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 The Court’s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 July 2001”,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pp. 357-380. 

• “Le paragraphe 3 des articles 74 et 83 de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droit de la mer : une contribution à l’accord sur les arrangements 

provisoires relatifs à la délimitation de la frontière maritime entre la Tunisie 

et l’Algérie”,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2002, pp. 239-248. 

• “La Convention sur la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culturel subaquatique 

(2 novembre 2001)”,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3, p. 31-71. 

• “Entre terre et mer : la protection du milieu marin de la mer Caspienne”,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2003, pp. 221-247. 

• “Le recours d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des experts”,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4, pp. 231-258. 

•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nseil des ministres franco-allemand”,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2006, pp. 571-583. 

• “Les navires battant pavillon d’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7, pp. 64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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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WAS”,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MPEPI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MPEPI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 Charte africaine des transports maritimes : Principes, règles et techniques” 

in: T. M. Ndiaye et R. Wolfrum (ed.), Law of the Sea, Environmental Law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Liber Amicorum Judge Thomas A. Mensah, 

Leiden/London, Martinus Nijhioff Publishers, 2007, pp. 545-552. 

• “L’accord intérimaire établissant la Commission du courant du Benguela”, in : 

Droit, Liberté, Paix, Développement,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Majid 

Benchikh, Paris, Pedone, 2011, pp. 345-349. 

• “Le régime international des câbles sous-marins”,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Clunet), 2013, pp. 45- 82. 

• “La sécurité des routes maritimes” in : Les nouvelles routes maritimes, 

colloque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université de Nantes (Centre de droit 

maritime et océanique), Paris, Pedone, 2016, pp. 195-212. 

• “Déni de justice et responsabilité de l’État pour les actes de ses juridictions”, 

Journ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Clunet), 2016, pp. 827-876. 

•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droit de la mer : charte pour une 

gouvernance des mers et des océans”, L’observateur des Nations Unies, 14 p., 2018. 

• “Les incidents liés à la composition de la cour ou du tribunal dans le procès 

international”, Annuaire canadien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17, pp. 1-67. 

• “Incidences juridiques de la hausse du niveau des mers consécutive aux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28 pages (étude achevée et à paraître dans le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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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维尔·斯图尔马(Pavel Šturma) (捷克) 

教授、法律博士、理学博士。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3 年 7 月 21 日，布拉格 

  学历和资历 

自 2002 年起 任国际法教授(由捷克共和国总统任命) 

2001 年  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国际刑事法院和按照国际法起诉

罪行”) 

1990-1991 年 巴黎第二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 

   获得进修结业证书 

1986-1989 年 在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法律研究所进行研究生学习 

   哲学博士论文题目：“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 

   1990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86-1992 年 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 

   毕业时获哲学和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1985 年 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学院 

   1985 年-毕业获法律博士，成绩优异 

  研究、教学和其他专业经历 

2006-2014 年   法学院副院长 

自 2002 年 11 月起  任查理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教授 

自 1997 年 9 月起  任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系主任(全职) 

     捷克科学院(布拉格)法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职) 

自 1996 年起   任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副教授 

1995-1996 年   查理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讲师 

     捷克科学院法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职) 

1993-1995 年   国际公务员，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药物管制署) 

1992 年 10-12 月  马萨里克大学(布尔诺)法学院客座讲师 

1992 年 8-9 月   在斯特拉斯堡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秘书处)接受

培训 

1990-1992 年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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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共和国国内和国外专著出版和(或)与他人合著国际法和欧洲法领域的 19

部书以及 160多篇文章和研究报告，出版语言主要是捷克文，也包括英文和法文。 

  成员资格和经历 

 A. 公共法律职务 

–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特别报告员(自 2017 年起)、起草委员会主席(2016 年)、

第一副主席(2018 年)和主席(2019 年) 

–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成员 

– 捷克共和国政府立法委员会成员(2000-2007 年) 

– 捷克共和国政府人权理事会成员(2007-2017 年) 

– 外交部长外聘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2002 年) 

– 欧盟基本权利独立专家网络成员(2003-2006 年) 

 B. 代表捷克共和国参加的重要谈判 

– 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候选人，1997 年 

– 作为捷克代表团成员出席 1998 年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会议 

– 制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捷克代表团成员(后来成为

团长)(维也纳，1999-2000 年) 

– 与欧盟委员会就贝奈斯总统某些法令的效力及其与共同体文书兼容性进行

谈判的政府专家组成员，2002 年 

– 作为捷克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纽约，2008 年、2009 年、

2010 年、2011 年) 

 C. 其他专业经历 

– 编写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的捷克政府对 Banković 案意见的专家组成员，2000 年 

– 取得捷克律师资格，在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 Zehnalová 和 Zehnal 诉捷克共和

国一案中作辩护，2002 年 

– 在若干仲裁案中任专家和(或)协理律师，包括 ČSOB 诉斯洛伐克共和国案、

HICEE 诉斯洛伐克共和国案等 

 D. 海外客座教授和导师职务、讲座和会议论文 

– 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夏季课程，塞萨洛尼基，1999 年，导师 

– 巴黎南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客座教授，2001 年 

– 法国格勒诺布尔欧洲夏季学院，2001 年、2003 年 

– 讲座，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伊拉斯谟-苏格拉底计划，2002 年、2003 年、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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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意大利泰拉莫大学，国际刑法国际硕士课程，2002 年、2003 年、2007 年 

– 自 2005 年起任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法律大学客座教授 

– 讲座，华沙国际人道法暑期班，2007 年 

– 讲座，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所第 39 届夏季班，2008 年 

– 讲座，意大利锡耶纳大学，2008 年 

– 国际比较法律学会专题会议(墨西哥城，2008 年)，关于统一法对保护和维护

文化遗产影响的国家报告员 

– 国际比较法律学会大会关于保护外国投资的国家报告员，华盛顿，2010 年 

– 参加国际法协会大会(2000 年、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国际刑事法院委员会成员 

– 欧洲国际法学会会议：佛罗伦萨(2004 年)、布达佩斯(2007 年)、里加(2016

年)、那不勒斯(2017 年)、曼彻斯特(2018 年)、雅典(2019 年) 

– 日内瓦国际法讨论会讲座(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 海牙国际法学会世界大会，2019 年 

– 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中研究论坛，纽约布鲁克林法学院，2019 年 

 E. 专业组织成员资格： 

– 捷克国际法学会(主席) 

– 捷克国际公私法年鉴总编辑 

– 国际法协会(捷克分会理事会成员) 

– 国际法学协会捷克国家委员会(秘书) 

– 国际比较法学会 

– 美国国际法学会 

– 法国国际法学会 

– 欧洲国际法学会 

 F. 非政府组织成员资格： 

– 捷克赫尔辛基委员会(理事会成员，1998-2000 年) 

 G. 荣誉： 

– 荣誉骑士勋章(由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颁发，2004 年) 

语言知识： 

熟练掌握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部分掌握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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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出版物 

(1) 著作 

- Šturma, P., Control of Drugs and Suppression of Illicit Traffick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Acta Universitatis Carolinae Iuridica 3-4/1994, Praha, 1996, 128 p. (捷克文) 

- Šturma, P.,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aw of Human Rights, Praha: Karolinum, 

1994, 130 p. (捷克文) 

- Čepelka, Č., Jílek, D., Šturma, P.: Asylum and Refugeehood in International Law, 

Acta Universitatis Brunensis No 178, Brno: MU, 1997, 262 p. (捷克文) 

- Balaš, V., Šturma, 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aha: C.H. Beck, 1997, 221 p., 

2nd ed. 2013, 513 p. (捷克文) 

- Šturma, P.,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Control Mechanisms of Human Rights, 

Praha: C.H. Beck, 1999, 88 p., 2nd ed. 2003, 144 p., 3rd ed. 2010, 170 p. (捷克文) 

- Šturma, P.,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 Praha: Linde, 2001, 2nd ed., 2008, 335 p. (捷克文) 

- Šturma, P.,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Suppression of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raha: Karolinum, 2002, 311 p. (捷克文) 

- Čepelka, Č., Jílek, D., Šturma, P.,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cta Universitatis 

Brunensis No 261, Brno: MU, 2003, 339 p. (捷克文) 

- Šturma, P., Nováková, J., Bílková, V.: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Instruments 

against Terrorism and Organized Crime, Praha: C.H. Beck, 2003, 362 p. (捷克文) 

- Čepelka, Č., Šturma, P.: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raha: C.H. Beck, 2008, 2nd ed. 

2018, 549 p. (捷克文) 

- Šturma, P. et al., The Competing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Bodies, 

Praha, 2009, 117 p. (捷克文) 

- Ondřej, J., Šturma, P., Bílková, V., Jílek, D. et al.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raha: C.H. Beck, 2010, 536 p. (捷克文) 

- Šturma, P., Čepelka, Č., Balaš, V., International Law of Treaties, Plzeň: A. Čeněk, 

2011, 404 p.  

- Balaš, V., Šturma, P., New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Praha: Wolters 

Kluwer, 2018, 172 p. (捷克文) 

- Šturma, P., Chovancová, K. et 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Official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Passau-Berlin-Prague: RWW, 2017, 157 p. 

- Šturma, P., Mozetic, V.A. (eds.),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Passau-Berlin-

Prague: RWW, 2018, 270 p. 

- Šturma, P. (ed.),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CC at Its Twentieth Anniversary. 

Achievements and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Nijhoff, 2019, 252 p.  

- Šturma, P., Lipovský, M. (eds.),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assau-Berlin-Prague: RWW, 2019, 235 p. 

(2) 文章(部分) 

- Šturma, P., À propos d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pour les dommages à l’environnement, SMP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 

23, Praha: Academia, 1990, p. 69-94 



 A/76/62 

 

293/342 21-01250 

 

- Šturma, P., The Law of the Treaties Reflected in State Responsibility Rules, in: 

Thesaurus Acroasium, vol. XIX,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ssaloniki, 1992, 

p. 563-574 

- Šturma, P., Some Problems of Strict Li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saurus 

Acroasium, vol. XX,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Thessaloniki, 1993, p. 369-381 

- Šturma, P.: La participation de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à des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Revue du Marché Commun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No. 366, 

Paris, mars 1993, p. 250-264 

- Czapliński, W., Šturma, P., La responsabilité des États pour les flux de réfugiés 

provoqués par eux,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L (1994), Paris, 

1995, p. 156-169 

- Šturma, P., Aspects récents du contrôle international des drogues et de la lutte 

contre leur trafic illicit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LI (1995), 

Paris, 1996, p. 633-650 

- Šturma, P., La responsabilité en dehors de l’illicit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économique,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1993), Warszawa, 

1994, p. 91-112 

- Šturma, P., Poverty and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in: R. Hofmann et al. (Hg.) Armut und Verfassung. Sozialstaatlichkeit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Wien: Verlag Österreich, 1998, p. 47-61 

- Šturma, P., Commerce et investissements, Revue Hellé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52, 1/1999, p. 39-65 

- Šturma, P.,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f the ICSID Tribunal in the Case 

Československá obchodní banka v. Slovak Republic,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0, No. 1, 2000, p. 151-162 

- Czaplinski, W., Šturma, P., National studies: Poland and Czech Republic, in: V. 

Gowlland-Debbas,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p. 381-400 

- Šturma, P.,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t a Cross-road or in an Impasse? Some 

Obstacles Related to the Jurisdiction and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SIL/SEDI, 

Florence, 2004, published at: www.esil-sedi.org) 

- Šturma, P.,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the Governance of 

Biotechnology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Francioni, F., Scovazzi, T., 

Bio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6, p. 369-385 

- Šturma, P., What about “international crime” or a problem of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breaches of peremptory norm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 P. Šturma (ed.), Leg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Liber 

Amicorum Čestmír Čepelka, Praha, 2007, p. 45-61 (捷克文) 

- Šturma, P., The Czech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hip, in Baltic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 2007, p. 155-170 

- Šturma, P., Quo vadis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draft articles on the 

allocation of loss arising of hazardous activities and the law of transboundary 

aquifers. In M. Malacka, Pocta (Liber Amicorum) Vladislav David, Olomouc, 

2007, p. 249-268 (捷克文) 

- Šturma, P., The Relationship “European Law – Domestic Courts”: More than Mere 

Legal Relevance? In: M. Hofmann (Hrsg.), Europarecht und die Gerichte der 

http://www.esil-sed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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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sstaaten (European Law and the Courts of the Transition Countries), 

Baden-Baden: Nomos, 2008, p. 176-185 

- Šturma, P.,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Revue 

Hellé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61, 2008, Athens: Sakkoulas Publications, 

2009, p. 595-631 

- Šturma, P., Bílková, V.: Targeted Anti-Terrorist Sanc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 Normative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y, In: A. 

Constantinides, N. Zaikos, The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 Koufa,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 p. 217-237 

- Šturma, P., Vostrá, L., The Carpathian Convention and the Czech Republic. In: B. 

Majtényi, G. Tamburelli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ransboundary Co-

operation in Mountain Regions. The Alpine and the Carpathian Conventions. 

Budapest: L’Harmattan Publishers, 2009, p. 138-144 

- Šturma, P., National Report: Czech Republic. In: Toshiyuki Kono (ed.), The Impact 

of Uniform Laws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21st Century.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0, p. 281-293 

- Šturma P. et al., Universal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what is the role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eriod of its fragmentation? In: M. Tomášek et al., Czech 

Law between Europe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raha: Karolinum Press, 2010, 

p. 208-226 

- Šturma, P., The case of Kosovo and international law,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9, p. 51-63 

- Šturma, P., Drawing a Line betwe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Czech Yearbook 

of Public &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raha, 2011, p. 3-20  

- Šturma, 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In: Hofmann, 

R., Tams, Ch.J. (e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Baden Baden: Nomos, 2011, p. 111-120 

- Šturma, P., Balaš, V.,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 Czech National 

Report. In: Wenhua Shan (ed.),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2, p. 313-328 

- Šturma, P., Goodbye, Maffezini?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Most-Favoured-

Nation Clause Interpretat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vol. 15 (2016), p. 81-101 

- Šturma, P., State Succession in Respect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Geo.Wash. 

Int’l L. Rev., vol. 48 (2016), p. 653-678  

- Šturma, P., Vers la pénalis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 droits de l’homme? In : 

Mélanges Emmanuel Decaux, Paris: Pedone, 2017, p. 307-319 

- Šturma, P., Hans Kelsen als Vorgänger des heutigen völker- rechtlichen 

Konstitutionalismus? In: Jabloner, Kuklík, Olechowski (eds.), Hans Kelsen in der 

tschech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Rechtslehre, Wien: Manz, 2018, p. 157-172 

- Šturma, P., Public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Do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IIAs Better Protect Human Rights? Brill Open Law (2018), p. 1-11 

- Šturma, P., How to Limit Immunity of State Officials from Foreign Criminal 

Jurisdiction. In: Ulrich, G., Ziemele, I., 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 in Times of 

Cri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4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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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Šturma, P.,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Between Codification,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r a Search for a New Role. FIU Law Review, vol. 13, No. 6 (2019), 

p. 1125-1135 

- Šturma, P.,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peremptory norm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jus cogens) and other topics at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Czech Yearbook of Public &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2019), p. 451-461 

(3) 研究或政策论文 

- Šturma, P.,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n the framework of control mechanisms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Praha, 1999, 90 p. (外交部项目，捷克文) 

- Šturma, P.,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internal implementation 

of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its ratification for the Czech Republic, Praha, 2000, 76 

p. (外交部项目，捷克文)  

- Šturma P. et al., The Competing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Bodies, Praha, 

2008, 100 p. (外交部项目，捷克文) 

- Šturma, P., Expert opinion on consequences of the so-called opt-out from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for the Czech Republic, 2009, 7 p. (人权和少数族群

部长委托进行的分析)  

- Šturma P. et al., Selected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their internal consultation, Praha, 2010, 80 p. (外交部项目，捷克文) 

- Šturma, P. (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的第一次报告，

A/CN.4/708 (2017)，35 页。 

- Šturma, P. (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的第二次报告，

A/CN.4/719 (2018)，51 页。 

- Šturma, P. (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的第三次报告，

A/CN.4/731 (2019)，42 页。 

  



A/76/62  

 

21-01250 296/342 

 

 

  蒙赫奥尔吉勒·曾德(Munkh-Orgil Tsend) (蒙古国) 

2021 年 1 月 28 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蒙赫奥尔吉勒·曾德先生是特命全权大使。他目前是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

会)议员。他拥有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和哈佛法学院法学

硕士学位。 

蒙赫奥尔吉勒·曾德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政治家和律师，在一般

国际法、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以及外国投资、争端解决和主权融资等各种国际

法领域拥有广泛的实践经验。他曾两次担任蒙古外交部长(2004-2006 年和

2016-2017 年)，也曾担任蒙古司法和内政部部长和副部长。曾德先生还曾任

蒙古议会法律事务常务委员会主席，共四次当选为国家议会议员(2004 年、

2008 年、2016 年和 2020 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联合国的经历，他曾多年代表蒙古参加各种论坛，其

中包括大会第六委员会。他曾作为外交部长和高级决策者率领蒙古代表团出

席联合国大会、裁军谈判会议、人权理事会等多次国际会议，并为代表团提

供咨询建议。 

蒙赫奥尔吉勒·曾德先生在若干外国投资和主权融资协议中担任蒙古政府

的法律顾问和(或)顾问，并作为蒙古国代理人参与多项国内和国际法院诉讼

及仲裁。他曾向国家最高决策层提供国内法和国际法方面的法律意见。 

作为国家议员，蒙赫奥尔吉勒·曾德先生在蒙古法律现代化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他起草或共同起草了多项基本法律，包括民法、刑法、海关法、公

司法、劳动法和土地法以及与知识产权、反腐败、反洗钱和商事仲裁有关的

法律。 

他还对学术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发表了各种关于法律问题的文章，并为

不同受众讲课。 

蒙赫奥尔吉勒·曾德先生 1964 年出生于蒙古国，目前与妻子和 3 名子女住

在蒙古乌兰巴托。 

他是纽约律师协会和蒙古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 

他讲蒙古语、英语、俄语和法语。 

  简历 

  学历 

•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法系法学博士，俄罗斯莫斯科(1983-1988年) 

• 哈佛法学院法学硕士，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95-1996 年)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生课程(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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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经历 

•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议员(2004-2008 年、2008-2012 年、2016-2020

年、2020 年至今) 

• 蒙古外交部长(2004-2006 年、2016-2017 年) 

• 蒙古司法和内政部部长(2007-2008 年) 

• 蒙古司法和内政部副部长(2000-2004 年) 

• 华盛顿特区和蒙古乌兰巴托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1996-2000 年) 

• 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纽约(1991-1995 年) 

• 蒙古外交部联合国事务主管官员(1988-1991 年) 

  其他工作经历 

• 在若干备受瞩目的外国投资谈判和协议中代表蒙古政府并提供咨询 

• 在多项国内和国际法院诉讼及仲裁中担任蒙古政府的法律顾问和顾问 

• 起草和(或)共同起草了多项法律，包括民法、刑法、海关法、公司法、

劳动法和土地法以及与知识产权、反腐败、反洗钱、商事仲裁等有关的

法律 

• 出席联合国大会、裁军谈判会议、人权理事会等多次国际会议的蒙古代

表团的团长和(或)成员 

  个人资料 

• 纽约律师协会会员(自 1996 年起) 

• 蒙古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自 2019 年起) 

• 讲蒙古语、英语、俄语和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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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阿兹·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通戈(Muaz Ahmed Mohamed Tungo) (苏丹) 

  概况 

姓名：穆阿兹·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通戈博士，博士(剑桥大学)、文学硕士、

法学学士，司法部部门主管(相当于副首席大法官)及苏丹宪法法院大律师 

语文[讲和写]： 

1. 阿拉伯语：母语 

2. 英语：专业口语和写作 

3. 法语：基本口语和写作 

  学历 

国际法哲学博士(1998 年 1 月) 

剑桥大学法学系(地址：Wolfson Collage, Cambridge CBS 9BB, United Kingdom) 

论文：The Sudan Boundaries with Egypt and Kenya: A Question of Succession of States 

to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文学硕士：外交研究文学硕士(1991 年 2 月) 

威斯敏斯特大学伦敦外交学院 

论文：The Viability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of Eritrea 

关于厄立特里亚人民拥有独立国家权利的研究 

公法法学学士(1986 年 7 月) 

哈桑二世大学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系(地址：Rue D’eljadida, Casablanca, Morocco) 

论文：The Concept of Shura In Islam 

  其他培训 

1. 石油和天然气采购与合同资格证书[2010 年] 

邓迪大学能源、石油和矿产法律与政策中心(地址：Nethergate Dundee DD I 4HN, 

Scotland, United Kingdom) 

2. 人权条约报告技能证书[2001 年]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苏丹喀土穆) 

  目标 

1. 加入泰巴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为推动其教学和研究达到国际公认的卓越研

究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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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申请国际法副教授职位。 

3. 凭借长期广泛的经验、研究能力和著作，我有信心为推动泰巴大学和法学院

的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教学与授课经历 

(A) 大学教学工作 

1. 非洲大学法学系，指导硕士生研究伊斯兰教法，担任博士生外部考官。[2000-

2014 年] 

2. 尼罗河谷大学法学系，指导硕士生研究伊斯兰教法，外部考官。[2000-2014 年] 

3. 喀土穆大学研究生院讲师。教授的课程；(1) 国际公法 (2) 国际人权法 

(3) 海洋法 (4) 指导研究生的研究工作。[2002-2011 年] 

4. 喀土穆大学法学院讲师。 

教授的课程；人权与伊斯兰教。[2005-2008 年] 

5. Al Nilein 大学法学系，教授的课程；(1) 本科生的国际公法课。[2000-2002 年] 

6. 威斯敏斯特大学伦敦外交学院，指导硕士学位学生。[1998-1999 年] 

(B) 仲裁中心讲座 

1. 喀土穆仲裁中心(htttp://kichr.org)讲座主题；(1) 国际法中的争端解决。(2) 国

际仲裁案例回顾。(3)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法律问题。(4) 划界和争端解

决的法律问题。(5) 地图在划界和争端解决案件中的证据价值。[2005-2012 年] 

2. 苏丹调解与仲裁中心(http://sudanesearbitration.com)讲座主题；(1) 国际法中

的争端解决。(2) 国际仲裁案例回顾。(3)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法律问题。

(4) 划界和争端解决的法律问题。(5) 地图在划界和争端解决案件中的证据

价值。[2011-2019 年] 

(C) 公开讲座、讨论会和讲习班 

1.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Legal and Other aspects.

在司法部组织的讲习班上提交的论文，喀土穆。[2015-2019 年] 

2. 几篇分析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决定的文章。在喀土穆和亚的斯亚贝巴的论文和

演讲。[2001-2015 年] 

3.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

司法部组织的讲习班上提交的论文，喀土穆。[2005 年] 

4.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在外交部和人道主义委员会组

织的讲习班上提交的论文，苏丹喀土穆科林西亚酒店。[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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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Disputed Boundary Areas With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and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司法

部组织的讲习班上提交的论文，喀土穆。[2015 年] 

6. The Advisory compet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人权和人道法

期刊上发表的文章。[2012 年] 

7.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Refer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 

law: The Case of Sudan and Egypt.在战略研究中心提交的论文，苏丹喀土穆。

1997 年 4 月 9 日。[1997 年] 

8. The Sudan-Egypt Boundary Dispute: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在剑桥大学法学系劳特帕赫特国际法中心提交的论文。[1995 年] 

  出版物 

(A) 文章 

撰写了许多文章，以下是部分文章: 

1. Challenging th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No. 1/598, An Article (阿拉伯文 ) Published in th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Journals, vol. 4 December 2014.  [2014] 

2. The Legal alternative Op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 Article ( 阿拉伯文 ) Published in th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Journals, vol. S September 2014. [2014] 

3.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Departure from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 Article (阿拉伯文) Published in th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Journals, vol. 2 September 2014 [ 2013] 

4.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An Article (阿拉伯文) Published in th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Journals, vol. 1 September 2013. (et al.) 

 [2013] 

5. The Coercive Unilateral American Economic Measures and it Impact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An Article (阿拉伯文) Published th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Journals, Vol. 1 September 2013.  [2013]. 

6. Responsibilities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Paper 

(阿拉伯文) Published by the Justice Journal vol.16, Khartoum, Sudan. June 

2007. [2007] 

7.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Reservations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 Ministry 

of Justice January 2004.  2004 

8. Reservations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ecent Developments, Ministry of 

justice, January 2003. [2003] 

9. The Composition and Competence of Boundary Demarcation Commissions; 

an Article (阿拉伯文) published Article in the Justice Journal. [2003] 

10. The Sudan and Ethiopian Boundar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let 

(阿拉伯文 ) prepared for the Sudan Side of the Sudanese - Ethiopian 

boundary Commiss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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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e Juridical Jurisdic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itional Organized Crime - Khartoum 5- 6 March 2002 (阿拉伯

文). Published in the Justice Journal 2002.  [2002] 

12. The Legal Aspects of Ex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 Ministry of Justice, 

Published in the Justice (阿拉伯文), November 2002. [2002] 

13.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Law; An Article (阿拉伯文) 

published by the Justice Journal. [2001] 

14.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isputes; A Paper (阿拉伯文)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vol.16, Khartoum, 

Sudan, August1998. [ 1998] 

15. The Halaib Dispute, A Paper (阿拉伯文 )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vol. 10, Khartoum, Sudan. July 1997. [1997] 

(B) 已出版书籍 

1. The Concept of ‘Shura in the Islamic Jurisprudence. (阿拉伯文) Khartoum 

[2011,] Sudan 

2. A Guide and Handbook to International Treaty Conclusion, Ratification

 [2013] or Accession, Incorp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阿拉伯文). 

3. Abyie Boundary Expert’s Decision in view of History and Legal [2013] 

Principles (阿拉伯文). 

4. Darjitr Boundaries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阿拉伯文). A book co- [2010] 

authored with Dr. Ibrahim Musa M Hamdoun, published by the Darfur Lands 

Commission in 2010. 

5. The Ilemi Triangle: Sudan-Kenya Disputed International Boundary [2008] 

published in 2008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Sudan 200s. (英文) (ISBN 99942-50-16-7). 

6. The Sudan-Egypt Boundary Dispute: Halaib Triangle & Wadi Haifa [2005] 

Salient 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Law (ISBN 99942-50-07-8),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Khartoum, Sudan 2005 (阿拉伯文). 

7. The Comesa Rules of Origin: (阿拉伯文译者 ), published by the 2001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Khartoum, 2001 Sudan. 

(C) 部分其他研究工作 

1. Successfully led North-South boundary recovery research teams; Sudan 

National Archives, Khartoum; Public Records Office,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Durham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2005-2013] 

2. Presented Papers, conducted workshops, delivered lectures and 
Presentations to the Khartoum Centre for Arbitration, Sudan Centre for 

Arbitration and other arbitrations and academic centers on various topics 

especially,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legal principles 

of boundary making, the evidentiary value of maps in boundary cases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 with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law of the sea. [2006-2015] 

3. Successfully led Abyie boundary recovery research teams; Sudan National 

Archives, Khartoum; Public Records Office,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Durham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2007-2008] 



A/76/62  

 

21-01250 302/342 

 

4. Successfully led Darfur boundary recovery research teams; Sudan National 

Archives, Khartoum; Public Records Offic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Durham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2005-2007]  

(D) 编辑经历  

1. 司法部人权和人道法司《人权和人道法期刊》创始人和主编，苏丹喀土

穆。[2013-2015 年] 

 起草了许多示范条约、协议、文书和纳入国际文书的国家立法。特别是

起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1998-2015 年] 

2. 在我担任报告员期间，人权和人道法咨询委员会汇编、提交并出版了超

过(13)份人权组织条约报告，涵盖了基本人权落实情况和政府义务履行

情况。[2012-2015 年] 

3. Sudan Focus Newsletter(月度通讯，在伦敦以英文出版)助理编辑。[1992-

1997 年] 

  专业和法律工作经历 

1. 苏丹国家边界委员会主席，负责苏丹国家和国际边界的划定和标界。

[2018-2019 年] 

2. 司法部部门主管(相当于副首席大法官)，负责国际法和诉讼(包括在美国

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提起的外国索赔和法院案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和国际商会“巴黎”仲裁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案件)。[2014-2019 年] 

3. 英国伦敦剑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该公司是一家国际法法律咨询公司。

地址：27 Old Gloucester Street, London WC 1N SAX 

www.cambridgeconsultancy.co.uk。[2015 年至今] 

4. 苏丹人权咨询委员会报告员。[2011-2015 年] 

5. 苏丹人道法全国委员会报告员。[201l-2015 年] 

6. 苏丹司法部副总检察长兼部长办公厅技术研究局负责人，喀土穆。[2008-

2011 年] 

7. 喀土穆仲裁中心(http://kichr.org)成员和注册仲裁员。[2005 年] 

8. 苏丹调解与仲裁中心(http://sudanesearbitration.com)成员和注册仲裁员。

[2010 年] 

9. 与南苏丹谈判的苏丹政府小组国际法法律顾问和成员。[2005-2015 年] 

10. 白尼罗河(5B)石油作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科负责人，地址：Petronas 

Complex, Nile Street, Khartoum, Sudan。[2009-2011 年] 

11. 成功领导苏丹法律小组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就联合国驻苏丹先遣团

(2005 年)、达尔富尔混合行动(2008 年)和联阿安全部队(2012 年)维持和

平任务的部队地位协定草案进行谈判。[2005-2012 年] 

http://www.cambridgeconsultancy.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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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司法部主管国际法和条约副总检察长(相当于最高法院法官)，喀土穆。

[1998-2008 年] 

13. 免于律师考试，取得苏丹律师协会资格，成为出庭辩护律师。[1998 年

4 月] 

  行政经历 

1. 帮助建立了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条约基础)。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是大

湖区 11 个成员国在 2004 年成立的一个组织，作为解决武装冲突、维护

和平、安全、稳定并为该地区的冲突后重建奠定基础的一个论坛。成员

国是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肯

尼亚、卢旺达、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2004-2006 年] 

2. 在首次非洲主管边界问题部长会议上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洲联盟边

境方案及其实施方式的宣言，执行理事会在加纳阿克拉核可了宣言。

2010 年 3 月 25 日，委员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第二次非洲联盟主管

边界问题部长会议。部长们通过了关于非洲联盟边境方案及其实施方式

的宣言，2010 年 7 月 23 日，执行理事会在乌干达坎帕拉核可了这一宣

言。[2010 年] 

3. 帮助建立了非洲联盟边境方案的法律基础，2007 年 6 月 7 日。[2006-

2007 年] 

  最近参加的一些会议 

1. 伦敦国际疆界会议：沃尔泰拉·菲耶塔律师事务所(Volterra Fietta)和伦

敦国王学院共同主办的 2019 年伦敦国际疆界会议。“国际疆界和主权争

端的实际问题”。2019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2019 年] 

2. 由沃尔泰拉·菲耶塔律师事务所和伦敦国王学院主办的伦敦国际疆界

会议。技术研讨会。[2019 年] 

  • 研讨会 1：海洋划界的技术和科学问题。 

  • 研讨会 2：大陆架标界(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 日)。 

3. 联合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

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文书政府间会议。[2019 年] 

4. 海洋法国际海底管理局。海管局在位于牙买加金斯敦的总部举办年度会

议。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二十五届年度会议(2019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2019 年] 

 起草阿拉伯海事问题示范法律和建立海事司法巡回区的示范系统的委

员会。阿拉伯联盟阿拉伯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黎巴嫩贝鲁特。2018 年

3 月。[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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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沃尔泰拉·菲耶塔律师事务所和伦敦国王学院主办的伦敦国际疆界

会议。“探讨解决国际疆界和领土问题的综合办法”。2017 年 6 月 6 日

至 7 日。[2017 年] 

6. 伦敦国际疆界会议研讨会： 

 • 研讨会 1：大陆架划界的科学和应用问题； 

 • 研讨会 2：海洋基线、区域、界限和边界的技术问题。[2017 年] 

  其他法律咨询和顾问工作 

1. 苏丹总统府法律部门主管(国际法和诉讼)。[2015 年] 

2. 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两国部长级委员会内部法律顾问。[2011-

2014 年] 

3. 西科尔多凡开发和服务公司内部法律顾问。[2004-2013 年] 

4. 南科尔多凡州内部法律顾问。[2008-2012 年] 

5. 白尼罗河(5B)石油作业公司法律顾问。[2009-2011 年] 

6. 苏丹加入世贸组织委员会的成员，负责法律事务[2001-2011 年] 

 法律顾问和负责拟订合规与加入法律文件并提出立法草案建议的法律

团队的成员。还参与了入世准备讨论会和讲习班。 

7. 法律顾问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委员会负责问答、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议》的入世准备以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常设委员会的成员。我还参与并监督起草了

所有新法案和现有法案的修正案，以确保合规并促进苏丹加入世贸组织。

参加了 2009 年在达累斯萨拉姆举办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和做法区

域讲习班。[2009 年] 

8. 外贸部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股内部法律顾问。

[1998-2008 年] 

9. 国家电信公司法律部主管。[2003-2005 年] 

10. 剑桥大学法学系劳特帕赫特国际法中心研究员。地址：5 Cranmer Road, 

Cambridge CB3。[1997-1998 年] 

  书评 

我曾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前新闻分析月刊 Sudan Focus 上撰写过各种书评。1994-98 年 

1.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States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Thomas Wilson

著。在 Sudan Focus (1997 年 10 月第 4 卷第 9 期)上发表的书评。 

2. The Sudan Strategic Report 1996. 苏丹喀土穆战略研究中心著。Sudan 

Focus (1997 年 9 月第 4 卷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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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Dervish Wars: Gordon & Kitchener In The Sudan 1880-1898. Robin 

Neillands 和 John Murray 著，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Sudan Focus (1996 年 6 月至 7 月 15 日第 3 卷第 6-7 期)。 

4. Winds Of Change: The End Of Empire In Africa. Trevor Royle 和 John Murray

著，London, UK. Sudan Focus (1996 年 11 月 15 日第 3 卷第 11 期)。 

5. Sudan: Conflict And Minorities. Peter Varney 等人著，Minority Rights Group, 

London, UK. Sudan Focus (1995 年 10 月 15 日第 2 卷第 10 期)。 

6. Eritrea And Neighbour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esfatsion Medhanie 著，

Brenmer African Studien, Hamburg, Germany. Sudan Focus (1995 年 9 月

15 日第 2 卷第 9 期)。 

7. The Politics Of The Two Sudans: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1821-1969. Deng 

D. A. Ruay 著，The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ppsala, 

Sweden. Sudan Focus (1995 年 6 月第 2 卷第 6 期)。 

8. The Benefits Of Famin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mine And Relief In 

Southwestern Sudan, 1983-1989. David Keen 著，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Sudan Focus (1995 年 4 月 15 日第 2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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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卡·瓦尔加(Réka Varga) (匈牙利) 

1977 年 2 月 10 日出生于布达佩斯 

  专业经验 

2020 年起 匈牙利司法部长国际法问题首席法律顾问 

2003 年起 帕兹曼尼-彼得天主教大学(布达佩斯)国际公法系副教授

(以前是助理教授和外部讲师) 

 教授的课程：国际公法、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 

2019-2020 年 匈牙利基本权利专员办事处秘书长 

– 对办事处工作进行专业和行政监督 

– 代表办事处参加国际论坛 

2016-2019 年 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国际法司法律顾问、司长 

– 就外交法、国际条约、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国家豁免、

国际组织提供法律咨询； 

– 代表匈牙利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欧洲联盟国

际公法工作组、欧洲委员会国际法特设委员会以及国际红

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会议； 

– 匈牙利执行国际人道法国家部际委员会主席； 

– 《多瑙河航行制度贝尔格莱德公约》现代化筹备委员会主席。 

2009-2016 年 匈牙利红十字会高级顾问 

 向匈牙利红十字会主席和秘书长提供法律咨询 

2001-2009 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欧区域代表团法律顾问 

- 与代表团所涵盖的15个中欧国家的部委和议员就各国履行

国际人道法条约产生的国际义务进行谈判； 

- 提供法律咨询，编写关于国家立法的评论意见，跟踪相关法

律的发展，并协助 15 个中欧国家部委的法律起草工作； 

- 制定培训方案，对军官和军事法律顾问进行国际法培训； 

- 谈判和协调 15 个中欧国家红十字会与法律有关的活动； 

- 为政府专家、议员、大学生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组

织的会议提供讲座； 

- 与该区域的法学院保持联系，并在开发国际人道法课程方

面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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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和协调关于国际人道法、人权法和国际刑法的会议和

研讨会； 

- 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该区域的其他代表团提供法律专门

知识； 

- 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编写报告和分析。 

  其他专业活动、成员资格 

2019 年起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机构管理委员会委员，维也纳 

2017 年起 国际人道法研究所成员，圣雷莫 

2016 年起 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海牙 

2016 年起 国际人道主义实况调查委员会委员，日内瓦 

2013 年起 由海牙 Eleven 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国际法和欧洲法年鉴》

联合编辑、时任编辑委员会委员 

2004 年起 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联席主任 

2010 年 为补救组织——国际人权联盟联合会开展的关于中欧国家

普遍管辖权相关立法和实践的研究。研究结果载于以下出

版物：“欧洲联盟的域外管辖权，关于欧洲联盟 27 个成员

国法律和实践的研究，2010 年 12 月”。参考文献：第 153

页，脚注 829 

  学历、学位 

2013 年 帕兹曼尼天主教大学博士(以优异成绩毕业)，布达佩斯。博

士论文题目：国内起诉战争罪的挑战，特别关注刑事司法

保证 

2007 年 匈牙利国家律师考试 

2001 年 7 月 罗兰科技大学法律系硕士 

1995-2001 年 罗兰科技大学法律系法律学习 

1998-2000 年 雷根斯堡大学法律学习，德国 

  培训 

2009 年 在和平宫图书馆开展研究，海牙 

2003 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实地培训 

  以色列、被占领土和自治领土 

 为与以色列当局进行讨论编写法律背景文件，探望被羁押

人，为以色列国防军成员作介绍国际人道法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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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 有效发言技巧课程，布达佩斯 

2002 年 7 月 华沙国际人道法暑期学校 

2002 年 3 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体化课程，安曼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任务和活动、与国家当局开展谈判的

技巧、探视被羁押人等。 

1998 年 7 月 由杜克大学法学院和日内瓦大学法学院组织的暑期大学

(国际公法)，日内瓦 

  荣誉 

2016 年 获得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主管国际合作副国务秘书的表彰 

2014 年 关于“国内起诉战争罪的挑战，特别关注刑事司法保证”

的博士论文获得盖佐·海尔采格纪念奖 

2012 年 匈牙利红十字会国际合作活动奖 

  语文能力 

匈牙利文：母语 

英文：专业 

德文：专业 

法文：基本 

  出版物 

  专著 

Challenges of domestic prosecution of war crim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criminal justice 

guarantees. Pázmány Press, Budapest, 2014. 

 

  书籍章节 

Certain factors influencing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Hungar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uropean Law 2019 (eds.: Szabó Marcel, Láncos Petra 

Lea, Szemesi Sándor)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The Hague)  

 

Biszku-case reloaded: international law obligations and lacuna in compliance with respect 

to communist crimes. In: Hungar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uropean Law 

2015, Eleven Publishing, The Hague, 2016 

 

Facilitating war crimes procedures in Hungary. In: Hungar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uropean Law, 2013 (eds.: Szabó Marcel, Láncos Petra Lea, Varga Réka), Eleven 

Publishing, The Hague, 2014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of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in: Liber Amicorum Prandler Árpád, Budapest 

(2010) 115-128 (匈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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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procedures related to war crimes, in: Diversificat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Ed. Kirs Eszter), Studia Iuris Gentium Miskolcinensia-Tomus 

IV, Miskolc University-Bíbor Press, Miskolc, 2009 (匈牙利文) 

 

Rules and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Law of Armed Conflicts, (eds.: Ádány Tamás Vince, Bartha 

Orsolya, Törő Csaba), Zrínyi Publisher, Budapest, 2009, 263-283 (匈牙利文) 

 

The applicability of IHL during the conflict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the war in Croatia, 

in: 10 years after Dayton. Hungary in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trategical researches at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Essays, 2006 (匈牙利文) 

 

  期刊论文和会议记录文章 

Procedures and mechanisms to ensure respect for IHL. In: Pocar (Ed.),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40 Years Later: New Conflicts, New Actors, New Perspectives, IIHL, Milan, 

Franco Angeli, 2018, pp. 243-249.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and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during the migration crisis. In: Iustum, Aequum, Salutare, XII: 2 pp. 

343-355, (2016) (匈牙利文)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ungari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Kül-Világ, A nemzetközi kapcsolatok folyóirata, 2012/IV, 76-86 (匈牙利文) 

 

Domestic procedures on serious international crimes: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jurisprudence and ways forward for domestic authorities, in: Miskol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 1. 2012, 54-68 

 

Application of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Hungary (about the Biszku-case), in: 

Iustum, Aequum, Salutare, 2011/4. (匈牙利文)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role of domestic courts, in: Föld-rész Nemzetközi és Európai Jogi 

Szemle, III. 2010/1-2. 86-96 (匈牙利文)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and its Protocols and tasks to be done 

in Hungary, Ildikó Deák-Réka Varga, in: Hungarian Monument Protection Journal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Off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Műemlékvédelem, a Kulturális 

Örökségvédelmi Hivatal folyóirata) (匈牙利文)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and its Protocols, in: Hungarian Monument Protection Journal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Off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Műemlékvédelem, a Kulturális Örökségvédelmi 

Hivatal folyóirata) (匈牙利文) 

 

Implementing and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Zborník z medzinárodnej konferencie-Collection of papers fro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edzinárodny trestny súd na zaciatku 21. storocia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t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published by Slovak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Law at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ratislava), 2007 

 

The new emblem of the Red Cross-the solution, in: Kül-Világ, A nemzetközi kapcsolatok 

folyóirata, III.2006/3-4, Tamás Lattmann and Réka Varga, 2006 (匈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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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ome Statut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Iustum, Aequum, Salutare, II.2006/1-2, p. 95-98, 2005 (匈牙利文) 

 

Reg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eport on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6-8 June, 2002, Budapest, Hungary 

(eds.: Tony Camen and Réka Varga), ICRC, 2002 

 

  报刊文章 

Biszku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Népszabadság, 2 July 2015 (匈牙利文)  

 

Enemy target: the child, in: Népszabadság, 16 April 2010 (匈牙利文) 

 

  提交联合国第六(法律)委员会的材料 

代表匈牙利对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发表的意见，2016年10月27日，

纽约 

 

代表匈牙利对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发表的意见，2017年10月24日，

纽约 

 

  工作文件和其他 

Protection of the diplomatic courier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Pázmány Law Working 

Papers, Nr. 2019/01.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War Crimes? In: Pázmány Law Working Papers, Nr. 2013/4. 

1-16. 

 

The conflict in Nagorno Karabakh: qualific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Hungarian 

position. In: Pázmány Law Working Papers, Nr. 2020/11 

 

Translation to Hungarian: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rules applicable in armed conflicts, 

ICRC, Budapest, 2009. 

 

  讲座、会议 

2020 年 5 月 无处藏身：对人权犯罪人行使普遍管辖权 

  主持人 

  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分会 2020 年年会，纽约(线上) 

2019 年 12 月 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 

  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 

  (由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组织)，布达佩斯 

2019 年 4 月至 6 月 人道主义组织在危机管理行动中的作用； 

  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 

  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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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道法中的人员保护；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和执行 

  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一至三部分 

  维也纳国际法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十期(由奥地利

联邦国防部和欧盟欧洲安全与防务学院组织)，奥地利维

也纳 

2019 年 5 月 条约法：在实践中的适用 

  条约法的新旧挑战——纪念 1969 年《维也纳公约》通过

50 周年大会 

  (由塞格德大学组织)，塞格德 

2019 年 4 月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主要动机、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和国

际人道主义界的反应 

  指挥责任还是指挥豁免？本巴案在性侵是战争罪方面给

予我们的启示 

  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分会 2019 年年会，华盛顿特区 

2019 年 1 月 国际人道法及其实施：展望 

  国际人道法与欧洲联盟研讨会；奥地利担任欧洲委员会轮

值主席国期间的发展现状 

  (由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奥地利红十字会和林茨大学和格

拉茨大学组织)，奥地利林茨 

2018 年 11 月 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的主体 

  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规定的豁免权的实际适用。(由匈牙

利最高法院组织)，布达佩斯 

2018 年 5 月 维舍格勒国家实施国际人道法各国部际委员会联席会议 

  总组织者 

  http://v4.gov.hu/joint-meeting-of-the-national-committees-

for-the-implement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of-the-visegrad-countries 

2017 年 11 月 在海牙与维舍格勒国家法官举行的国际法专题小组讨论 

  主持人 

  (由匈牙利驻荷兰王国大使馆组织)，荷兰海牙 

http://v4.gov.hu/joint-meeting-of-the-national-committees-for-the-implement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of-the-visegrad-countries
http://v4.gov.hu/joint-meeting-of-the-national-committees-for-the-implement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of-the-visegrad-countries
http://v4.gov.hu/joint-meeting-of-the-national-committees-for-the-implement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of-the-visegrad-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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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aga.mfa.gov.hu/eng/news/panel-discussion-on-

international-law-in-the-hague-with-judges-from-the-

visegrad-countries 

2017 年 11 月 国际私法中的国家豁免 

  匈牙利新国际私法(培训员培训) 

  (由匈牙利司法学院组织)，布达佩斯 

2017 年 5 月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互动会议 

  组织者、主持人 

  (由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国际法司组织)，布达佩斯 

2017 年 9 月 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程序和机制 

  40 年后的附加议定书：新冲突、新行为体、新视角；关于

国际人道法当前问题的第 40 次圆桌会议(由国际人道法

研究所组织)，圣雷莫 

2016 年 1 月 人道主义行为体在国际危机管理行动中的作用——比较 

  课程讲师兼联席主任 

  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八期(由奥地利联邦国

防部和欧盟欧洲安全与防务学院组织)，维也纳 

2015 年 9 月 国际刑法规定的政治领导人责任 

  区域学院关于联合国的培训 

  (由塞格德大学组织)，塞格德 

2015 年 2 月 人道主义成效；为冲突中的人们提供服务 

  主持人 

  世界人道主义峰会——欧洲和其他国家组的协商(由联合

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欧洲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业

务总司、芬兰外交部、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组织)，布达佩

斯 

2014 年 12 月 主持人 

  第七届布达佩斯人权论坛(由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组织)，

布达佩斯 

  

https://haga.mfa.gov.hu/eng/news/panel-discussion-on-international-law-in-the-hague-with-judges-from-the-visegrad-countries
https://haga.mfa.gov.hu/eng/news/panel-discussion-on-international-law-in-the-hague-with-judges-from-the-visegrad-countries
https://haga.mfa.gov.hu/eng/news/panel-discussion-on-international-law-in-the-hague-with-judges-from-the-visegrad-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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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主持人和联合组织者 

  国际人道法的当代挑战；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和国际

人道法周年纪念大会(由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匈牙利国

防部和匈牙利红十字会组织)，布达佩斯 

2013 年 9 月 国际人道法 

  军事法律顾问培训课程(由匈牙利国防部组织)，巴拉顿凯

奈谢 

2013 年 3 月 人道主义组织在危机局势中的作用 

  课程讲师兼联席主任 

  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七期(由奥地利联邦国

防和体育部、欧洲安全与防务学院组织)，维也纳 

2012 年 7 月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内适用，特别注意匈牙利

的法律制度 

  纪念《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生效十周年会议(由匈牙利

外交部组织)，布达佩斯 

2012 年 1 月 对人员和物体的保护 

  课程讲师兼联席主任 

  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六期(由奥地利联邦国

防和体育部、欧洲安全与防务学院组织)，维也纳 

2011 年 11 月 人道主义组织在危机局势中的作用 

  课程讲师兼联席主任 

  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六期(由奥地利联邦国

防和体育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欧洲安全与防务学院组

织)，维也纳 

2010 年 12 月 中欧国家的立法和普遍管辖权原则的(不)适用 

  欧洲的域外管辖权：报告草稿的介绍和关于欧洲联盟作用

的讨论(由补救组织/国际人权联合会组织)，布鲁塞尔 

2010 年 11 月 诉诸战争权与战时法的区别 

  课程讲师兼联席主任 

  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五期(由奥地利联邦国

防和体育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防务学院组

织)，维也纳 



A/76/62  

 

21-01250 314/342 

 

2010 年 2 月 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保护 

  什里弗纳姆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程第三期(由安全研究

所(联合王国国防学院克兰菲尔德国防和安全学院组织)，联

合王国什里弗纳姆 

2010 年 2 月 人道法的当代挑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国内实施中的

作用 

  工作和岁月：国际法发展的半个世纪(由布达佩斯罗兰大学

大学、考文纽斯大学、匈牙利科学院、国际法协会匈牙利

分会和匈牙利联合国协会组织)，布达佩斯 

2009 年 9 月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内法院的作用 

  60 年的历程——纪念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大会(由匈牙利

外交部和国防部组织)，布达佩斯 

2009 年 6 月 人道法专家、讲师 

  为筹备阿富汗省级重建小组的部队进行最后演习(由匈牙

利国防军组织)，豪伊杜豪德哈兹 

2009 年 3 月 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 

  为筹备阿富汗省级重建小组的部队进行演习(由匈牙利国

防军组织)，豪伊杜豪德哈兹 

2009 年 2 月 国际人道法问题和与加沙冲突有关的人道主义局势 

  理解以巴冲突：关于加沙近期危机的跨学科观点，欧洲联盟

委员会(由欧洲联盟委员会人权倡议组织)，布达佩斯 

2002-2009 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危机局势中的作用； 

  国际人道法中受保护的人员和物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作用；鲜明的会徽；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概述； 

  尊重国际人道法； 

  遵守国际人道法 

  联席主任、讲师和评审团成员 

  奥地利军事法律顾问课程；维也纳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课

程第一期(2004/2005 年)、第二期(2006/2007 年)、第三期

(2008/2009 年)、第四期(2009/2010 年)(由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和奥地利国防部组织)，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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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在波兰实施国际人道法：对战争罪的调查和起诉 

  组织者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波兰红十字会组织)，华沙 

2008 年 10 月 中欧和东南欧学生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 

  案例研究的组织者和作者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萨拉热窝 

2004-2008 年 各国国际人道法委员会工作概览； 

  各国委员会关心的国际人道法最新进展更新 

  组织者、讲师 

  中欧和东南欧各国国际人道法委员会第二、第三和第四次

区域会议(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斯洛伐克、希腊和立陶

宛外交部组织) 

  布拉迪斯拉发(2004 年)、雅典(2006 年)、维尔纽斯(2008 年) 

2008 年 2 月 1954 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关于国家实施的义务 

  组织者、讲师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

书》——如何使其发挥作用？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爱沙尼亚文化部和国防部组织)，塔林 

2007 年 11 月 案例研究的组织者和作者 

  第四届弗雷德里克-博恩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和演讲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华沙大学组织)，华沙 

2007 年 10 月 日内瓦四公约规定的制止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制度 

  组织者、讲师 

  司法机构在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作用(由匈牙利司法

学院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布达佩斯 

2007 年 10 月 1954 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在国家实施中的主要问题

和难题综述 

  组织者、讲师 

  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关于匈牙利执行 1954 年《关于发生

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研讨

会(由教育和文化部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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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3 月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现有机制； 

  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前提条件 

  面向马其顿法官和检察官的国际人道法培训(由马其顿司

法学院和欧安组织斯科普里预防冲突蔓延监测团组织)，斯

科普里 

2007 年 2 月 国际人道法专家、讲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保护和援助战争受害者方面的作用”

MN CPX 共同行动 2007 年指挥所演习(计算机辅助)危机应

对行动旅-指挥官演习(由奥地利国防学院组织)，新伦巴赫 

2005 年 4 月，2006 年 11 月 战争罪与指挥责任；法律顾问在武装部队中的作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和法律依据 

  组织者、讲师 

  为保加利亚武装部队法律顾问开设的国际人道法课程(由

保加利亚国防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索非亚 

2006 年 10 月 武器、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审查机制； 

  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 

  立陶宛国际人道法部际委员会研讨会(由立陶宛国际人道

法全国委员会组织)，维尔纽斯 

2006 年 7 月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反恐战争方面的挑战 

  国际暑期学校：反恐战争与人权(由米科拉斯-罗梅里斯大学

组织)，维尔纽斯 

2006 年 6 月 维持和平行动中保护文化财产国际研讨会和实地演习“帕

拉斯-雅典娜行动” 

  评审团成员、法律专家 

  (由奥地利国防部组织)，布雷根茨 

2005 年 10 月 关于各国执行 1954 年《海牙公约》及其关于发生武装冲突

时保护文化财产议定书的区域研讨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国际人道法方面的作用和咨询服务活动”(由波兰共和

国文化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波兰红十字会联合举办)，

波兰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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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 国际人道法最新进展更新：《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

争遗留爆炸物的新第五号议定书)、《渥太华公约》和第一

次审议大会、《海牙公约》50周年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第二次区域(中欧和东南欧)会议(由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斯洛伐克国际人道法全国委员会组织、斯

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主持)，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 

2003 年 6 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本区域内外的咨询服务 

  为武装部队和外交部法律顾问举办的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

的第二次区域研讨会(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捷克共和

国布拉格 

2003 年 2 月 保护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会徽及其对国家立法的影响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国家法律秩序中的实施——为保加利亚

公务员举办的研讨会(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欧区域代表

团与保加利亚外交部合作举办)，保加利亚索非亚 

2003 年 10 月 “尊重国际人道法” 

  奥地利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培训课程(由奥地利联邦国防

部组织)，维也纳 

2002 年 10 月 “尊重国际人道法” 

  奥地利军事法律顾问国际法培训课程(由奥地利联邦国防

部组织)，维也纳 

2001 年 10 月 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会徽的保护 

  为武装部队法律顾问举办的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区域研

讨会(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波兰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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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Marcelo Vázquez-Bermúdez) (厄瓜多尔) 

[原件：西班牙文] 

2021 年 2 月 22 日厄瓜多尔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认为，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博士完全符

合要求，具有继续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所需的特点和经验，这在

所附简历中可见一斑。 

出生日期：1964 年 3 月 12 日 

学历 

律师和法理学博士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法学系，基多 

国际法硕士 

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学系，利马 

智利安德列斯·贝略外交学院，圣地亚哥 

研究生文凭，最佳学生奖 

国际法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 自 2018 年以来担任“一般法律原则”专题特别报告员 

• 提交了两份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报告 

•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员，2015-2016 年 

•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问题工作组主席，2018 年 

•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工作组主席，2018 年 

• 条约的暂时适用问题工作组主席，2017 年 

• 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作组主席，2011 年 

• 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主席，2009-2010 年 

• 在与国际组织法律顾问和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会议上，担任关于国际组织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这一专题的讨论嘉宾，日内瓦，2009 年 

•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如下专题的起草委员会成员：危害人类罪；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驱逐外国人；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约的暂时适用；

最惠国条款；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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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暂时适用；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保护大气层；跨界含水

层法；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现任职务 

2020 年至今 外交和人力流动部法律咨询事务司司长 

• 向外交和人力流动部部长、其他领导以及厄瓜多尔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提

供法律意见 

• 就国际法问题和国际条约的缔结及其执行发表法律意见 

• 向国民代表大会提交厄瓜多尔签署的条约，供其核准并随后批准 

• 就国际法问题向国家机构提供法律意见 

• 协调厄瓜多尔的国际司法合作，包括在引渡方面的合作 

专业经历 

2020 年 外交和人力流动部主管厄瓜多尔移民事务副部长 

• 协调通过厄瓜多尔大使馆和领事馆向厄瓜多尔海外移民提供援助和保

护，适用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 

• 协调因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紧急情况而滞留

国外的 16 000 多名厄瓜多尔人返回 

2014-2019 年 大使，厄瓜多尔常驻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副代表 

• 切实深入地了解美洲法律和美洲组织及其各机构，如美洲人权法院和美

洲人权委员会 

• 出席美洲组织大会以及常设理事会、司法和政治事务委员会和其他委员

会与工作组的许多会议，提供重要的建设性见解 

2012-2013 年 厄瓜多尔外交部法律顾问 

• 多次担任外交部代理副部长 

• 向外交部领导提供国际法方面的法律意见 

• 发表关于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谈判和执行的法律意见 

• 谈判了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海洋划界协定，协调举行会议和开展两国

实地工作，编制了边界地图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

会筹备会议，日内瓦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第七次民主政体共同体部长级会议，蒙

古乌兰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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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南美洲国家联盟(南美联盟)人权工作组

会议 

• 作为外交部代表参与机构间小组，编写厄瓜多尔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的划界案，以求将大陆架外部界限延至 200 海里以外 

• 厄瓜多尔参加南美联盟投资争端解决高级别小组的代表 

• 协助为厄瓜多尔-秘鲁总统关于瓜亚基尔历史性海湾的声明编写法律背

景材料 

• 作为外交部代理副部长出席厄瓜多尔和大韩民国政治协商机制副部长

级会议，2012 年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厄瓜多尔-西班牙债务互换方案两国委

员会会议，2012-2013 年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起草《关于贩运

文化财产及其他相关犯罪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对策国际准则》不限成

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小组会议，2012 年 

2006-2011 年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代表，巴黎 

• 担任《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主席，

2011 年 6 月 

• 担任《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八次缔约方会

议主席，2009 年 11 月 

• 担任《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主席，2009 年 3 月 

• 教科文组织大会副主席，巴黎，2007 年和 2009 年 

• 担任厄瓜多尔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代表，2006-2007 年 

•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法专家咨询机构的成员 

2003-2006 年 厄瓜多尔外交部法律咨询事务司司长 

• 向外交部长、其他领导以及厄瓜多尔驻外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提供法律意见 

• 发表关于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谈判和执行的法律意见 

• 编写关于国际法的法律意见 

• 向议会介绍已签署条约的内容和范围，供其核准并随后批准 

• 协调厄瓜多尔的国际司法合作，包括在引渡方面的合作 

1998-2003 年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纽约 

•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在大会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参加第六委员

会(法律问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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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担任第六委员会(法律问题)副主席 

• 在大会第五十六和五十七届会议期间，担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

全公约》规定的联合国人员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会副主席和磋商

协调员 

• 担任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的第 56/83 号决议的谈判协调员，2001 年 

• 担任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

题”的第 55/153 号决议的谈判协调员，2000 年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大会议程项目“海洋和海洋法”的全体

会议。谈判了该议程项目下的若干决议，包括关于可持续渔业的决议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1999-

2003 年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

非正式协商进程会议，2000-2003 年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参加《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以及《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谈判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10 届会议，

1998-2002 年。参与《程序和证据规则》、《犯罪要件》、《总部协定》、《缔

约国大会议事规则》和《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等各项文

书的谈判。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

当选主席团成员，2002-2003 年 

•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 

•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出席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

会，2001 年 

•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参加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1999 年 

1998 年《秘鲁-厄瓜多尔和平协定》谈判小组成员 

• 担任解决厄瓜多尔和秘鲁领土争端的 1998 年和平协定第二谈判小组的

协调员 

• 参加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务院、基多和利马举行的谈判 

1995-1997 年 睦邻关系委员会和双边关系 

担任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睦邻友好关系委员会协调员以及厄瓜多尔与秘鲁和厄瓜

多尔与智利的双边关系协调员 

厄瓜多尔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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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达成关于司法合作、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健康等专题的双边协定和安排 

1990-1994 年 厄瓜多尔驻秘鲁大使馆 

一等秘书 

当选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南太常委会)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报告员，利马，1993 年 

谈判了双边协定和安排 

1986-1989 年 外交部海洋法司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牙买加金斯顿举行的国际海底管理局

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1989 年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参加在波哥大举行的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法

律委员会会议，1989 年 

• 制定了厄瓜多尔在海洋法方面的立场 

学术活动 

• 西蒙·玻利瓦尔安第大学法学院教授，基多，2012 年和 2004-2005 年 

•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教授，基多，1995-1998 年 

• SEK 国际大学教授，基多，1998 年 

• 国家高级研究所、厄瓜多尔海军和外交学院国际法和海洋法讲师，1995

年和 2006 年 

•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厄瓜多尔外交部为公务员举办的第一次国际人

道法和国际刑事法院研讨会上讲课，基多，2004 年 8 月 

• 在总检察长办公室为检察官举办的研讨会上讲授国际司法合作和引渡

问题，基多，2005 年 5 月 

• 在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国际法的渊源讨论会上担任专题讨论嘉宾，日内瓦，

2019 年 5 月 

• 在国际问题研究生院讲授国际法的发展和编纂，日内瓦，2008 年 7 月 

• 在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惠特尼·R.·哈里斯世界法学研究所举办的关于

制定预防和制止危害人类罪公约的讲习班上担任专题讨论嘉宾 

• 国际纽伦堡原则学院，德国纽伦堡，2015 年 11 月 

• 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2016 年 12 月 

• 在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举办的联合国国际法区域课程上讲课，乌拉圭蒙

得维的亚，2016 年 4 月 

• 在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法课程上讲课，里约热内卢，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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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 

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第一次报告，联合国，2019年，日内瓦。 

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第二次报告，联合国，2020年，日内瓦。 

“Las Naciones Unidas y la represión de la financiación del terrorismo: convenciones y 

resoluciones”,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2002). 

“Los Océanos y el derecho del mar: consideraciones para la agenda del Ecuador”, 

Diplomatic Academy, Quito (2002).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The First Debat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ixth Committe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 1 (March 

2020). 

关于国际法问题的各种文章和讲座。 

  其他国际和法律活动 

•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厄瓜多尔国家小组成员，2013-2019 年 

• 担任厄瓜多尔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国家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主席，2004- 

2006 年 

•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参加《厄瓜多尔-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协定》争

端解决协议谈判，2004 年 

• 担任商品共同基金这一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设立的国际

组织(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执行局成员，2003-2005 年 

•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出席不结盟国家运动第十三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会议，吉隆坡，2003 年 

• 厄瓜多尔关于《美洲调查委托书公约》的主要权威，2004-2006 年 

• 厄瓜多尔关于适用斯特拉斯堡《被判刑者转移公约》的国家权威，2006 年 

  专业社团 

拉丁美洲国际法学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厄瓜多尔律师协会成员 

  语文 

西班牙文、英文和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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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夫格尼·扎加伊诺夫(Evgeny Zagaynov)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20 年 11 月 5 日普通照会摘录 

 耶夫格尼·扎加伊诺夫先生在国际法领域拥有广泛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

专门知识。耶夫格尼·扎加伊诺夫先生现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司长。自

2018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他的专业经验还包括：2013-2018

年在纽约担任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他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参加了一

些重要的国际法论坛，并参与了许多双边和多边法律文书的谈判。 

 俄罗斯联邦一贯高度重视国际法委员会的活动，相信耶夫格尼·扎加伊

诺夫先生再次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将有助于有效完成委员会的任务，促进国际

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 

1967 年出生于苏联莫斯科地区 

  职业履历 

 耶夫格尼·扎加伊诺夫先生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也是俄罗斯联邦主要的法律专

业人士之一，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方面拥有 30 多年管理经验。他既有国际法实践

经验，又精于国际法学术研究。他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顾问(任外交部法

律司司长)，职责包括：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提供咨询，监督制定和执行俄罗斯

在国际法问题上的官方立场，确定法律挑战，就法律领域的政策和行动作出战略

决定。耶夫格尼·扎加伊诺夫先生自 2018 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积

极参与国际法委员会当前许多议题的审议。 

教育  

1984-1989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法专业毕业 

1989 苏联外交部外交学院；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课程 

专业经验  

2018 年至今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司长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参加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参加第 33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

会(2019 年，日内瓦)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参加“纪念《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

用重量在 400 克以下爆炸性弹丸的圣彼得堡宣言》150 周年：

新的背景，意义不减”国际会议(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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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 

– 俄罗斯联邦在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的代表 

– 作为俄罗斯联邦代表出席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外交部法

律事务负责人理事会会议 

2018 年至今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13-2018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纽约 

 – 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特别侧重第

六委员会和第三委员会工作)、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副代表 

– 参与许多国际文书的谈判，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5 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2016 年)、2016 年

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成果文件、安全理

事会和大会的多项决议 

– 俄罗斯联邦在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的高级代表 

– 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反恐中心(反恐中心)咨询委员会的副

代表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4、25、

26、27 次缔约国会议 

– 作为俄罗斯联邦代表出席大会题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

第 69/292 号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的四届会议(2015-2017 年)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第三十届关于世界毒品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议(2016 年)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以下会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第 18 和第 19 次缔约国会议；《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 34 和第 35 次缔约国会议；《残疾人权利公

约》缔约国会议第 8 届会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

公约》第 25 和第 26 次会议缔约国会议；《儿童权利公约》

第 15 和第 16 次缔约国会议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

国大会第 13 届会议(2014 年)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全球反恐论坛第六次部长级全

体会议(2015 年) 

https://undocs.org/ch/A/RES/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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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俄罗斯联邦代表出席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

义的领导人峰会(2015 年)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

女权能署执行局会议 

2009-2013 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 

– 主管对俄罗斯联邦政府法案和决定草案以及国际法律文书

进行法律分析的工作；促进国际联系，包括与日本、新加坡、

联合王国和越南的双边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与经济

发展与合作组织的谈判；筹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亚太

经合组织峰会(2012 年) 

 – 政府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委员会执行秘书 

2006-2009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副司长 

 – 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代理人出席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丰进丸”

案(日本诉俄罗斯联邦)和“富丸”案(日本诉俄罗斯联邦)的审

判(2007 年)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国际海底管理局(海管局)第 14届

会议；参加关于“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2010

年通过)的谈判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7 和第

18 次缔约国会议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出席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

委)第 50 和第 51 届会议以及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第 46、

47 和 48 届会议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与挪威就《巴伦支海和北冰洋海

洋划界与合作条约》(2010 年签署)和《俄罗斯联邦与挪威王

国关于瓦朗格峡湾地区海洋划界的协定》(2007 年签署)进行

谈判(2007-2009 年)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与波兰就《俄罗斯联邦政府与波兰

共和国政府关于加里宁格勒(维斯图拉)泻湖航行的协定》

(2009 年签署)进行谈判(2008-2009 年)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出席不同北极国家论坛 

2003-2006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参赞、高级参赞、

法律顾问，日内瓦 

– 主管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

权组织)、国际法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相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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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关于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谈判(大会第 60/251 号决

议“人权理事会”(2006 年)) 

2000-2003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一等秘书，莫斯科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出席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2002 年，约翰内斯堡) 

– 担任第 24 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报告员(2001 年，圣彼得堡) 

–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参加关于渔业的多边和双边会议，包

括与美国、挪威和冰岛举行的会议 

1989-2000 苏联/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随员、三等秘书、二等秘书 

俄罗斯驻哈瓦那(古巴)和索非亚(保加利亚)大使馆外交官 

拉丁美洲部外交官 

*** 

参与起草了一些重要的多边条约和文书： 

 – 《里海地位公约》 

–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 《北极国家伊卢利萨特宣言》 

– 《国际劳工组织海事劳工公约》 

– 《国际劳工组织海员身份证件公约(修订本)》(第 185 号)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 

–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 

外交官衔——特命全权特使 

著有多本国际法著作(俄文)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法客座讲师(2006-2009

年) 

圣彼得堡国际法律论坛“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关系方面司法实践发展的当前趋势”

圆桌会议的共同组织者和演讲人(2018 年) 

一带一路司法合作论坛演讲人(2018 年，北京) 

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公法暑期学校客座讲师(2019 年，莫斯科)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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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国际法协会第 62 届年会上作题为《国际法与国家安全》的发言(2019

年) 

第十三届国际人道法国际会议“2019 年马滕斯·雷丁斯会议，《日内瓦公约》：70

年后”发言人(2019 年，圣彼得堡) 

语言-俄语(母语)、英语(流利)、西班牙语(流利)、保加利亚语(流利)、法语(口语和

书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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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阿德·扎尔比耶夫(Fuad Zarbiyev)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20 年 11 月 5 日普通照会摘录 

 福阿德先生是国际法领域的资深学者和专家，具有丰富的全球经验，获

得广泛的认可。他曾在哈佛法学院、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斯特

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所和其他知名学府接受教育。他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了主题广泛的各类文章。福阿德·扎尔比耶夫先生因其杰出的研究活动两次

获奖并获得一项研究金。 

 常驻代表团相信，福阿德·扎尔比耶夫先生若当选为 2023-2027 年任期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事实必将证明，他将以他的知识和专长为委员会的工作

做出宝贵贡献。 

  职位 

2018 年 9 月- 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法律硕士联合主任 

2019 年 1 月至今 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副教授(终身教授)，日内瓦 

2016 年 2 月- 

2018 年 12 月 

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助理教授，日内瓦 

2011 年 10 月- 

2016 年 1 月 

Curtis、Mallet-Prevost、Colt&Mosle 公司国际公法和国际仲裁实

践律师助理和法律顾问，纽约 

2010 年 9 月- 

2011 年 5 月 

纽约大学法学院豪泽全球法律项目全球研究员，纽约 

  访问活动 

巴黎政治学院法学院 2019-2020 年春季学期国际法客座教授 

  教育 

2009 年 9 月 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 

国际法博士(以优异成绩获奖) 

2010 年 5 月 哈佛法学院 

法学硕士 

2004 年 8 月 国际人权研究所(斯特拉斯堡) 

文凭(以优异成绩毕业) 

2003 年 6 月 斯特拉斯堡欧洲研究所 

欧洲人权法硕士(成绩优异) 

2002 年 8 月 海牙国际法学院 

文凭(国际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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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6 月 巴库国立大学 

法学学士(国际法专业)(优等) 

  部分著作 

LE DISCOURS INTERPRÉTATIF EN DROIT INTERNATIONAL: UN ESSAI 

CRITIQUE (Bruylant, 2015) 

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系颁发的校友会优秀博士论文奖 

2016 年《欧洲国际法期刊》编辑首选读物之一 

DEMYSTIFYING TREATY INTERPRETATION ( 与 Andrea Bianchi 合 著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TH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WHY STATES 

ABANDON DECISION CONTROL (已与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签约) 

‘International Law in an Age of Post-Shame’, ESIL Reflections 9:3 (2020) 

‘The “Cash Value” of the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9)(32), 33-45 ‘Saying Credibly What the Law Is. On 

Marks of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2018)9(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91-314 

‘Judicial Activism’, Entry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LAW (EiPr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From the Law of Valuation to Valuation of Law? On the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conomics in Fair-Market Valuation’ in Theresa Carpenter, Marion Jansen & Joost 

Pauwelyn (eds.), THE USE OF ECONOMIC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70-382 

‘Le mimétisme jurisprudentiel en droit international’ in Vincent Négri & Isabelle 

Schulte-Tenckhoff (eds.), DISSEMINATION ET MIMETISM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UN REGARD ANTHROPOLOGIQUE SUR LA FORMATION 

DES NORMES (Pedone 2016) 59-71 

‘A Genealogy of Textualism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Andrea Bianchi, Daniel Peat, 

& Matthew Windsor (eds.),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51-267 

‘Judicial A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2012)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47-278 (获得 James 

Crawford 奖) 

‘Retour sur une situation insolite dans le contentieux international: décision du 3 juillet 

2001 de la Commission de libre-échange de l’ALENA et les procédures en cours’ (2010)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3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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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terprétation téléologique des traités comme moyen de prise en compte des valeurs 

et intérêts environnementaux’, in Hélène-Ruiz Fabri & Lorenzo Gradoni (eds.), 

ÉMERGENCE ET CIRCULATION DE CONCEPTS JURIDIQU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ENVIRONNEMENT: ENTRE MONDIALISATION ET 

FRAGMENTATION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 2009) 199-242 

‘Les politiques de la vérité juridiqu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opos autour d’une 

controverse interjuridictionnelle’ (2007) 18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43-366 

‘Le phénomène séparatiste devant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2005) 

19 OBSERVATEUR DES NATIONS UNIES 77-97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traitement de l'exception d‘immunité juridictionnelle de 

l'État étranger par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2004) 59 REVUE 

TRIMESTRI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 621-644 

  部分会议、研讨会和讲座 

被选为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主任(2024 年冬季会议) 

“作为国内法解释者的国际法院：备选方案的相对权威”，概念和方法讲习班。

“当国际法院和法庭遵从国家时”，2020 年 11 月 25 日，奥斯陆大学 

“国际法院和法庭之间的‘有序分工’：可能和(或)可取吗？”国际公法讨论小组，

牛津大学，2020 年 10 月 15 日 

“作为推理承诺的语言理性：对国际法规范性的再思考”，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

国际法中心，2019 年 10 月 18 日 

应邀参加加拿大和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组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50

周年”小组讨论，2019 年 5 月 23 日，联合国，纽约 

召集并主持与 B.S. Chimni 教授的题为“国际法的全球南方视角”的讨论，日内

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2019 年 3 月 8 日 

作为特邀演讲人参加巴黎政治学院法学院和格拉斯哥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

“1923 年的国际法：概要讲习班”，2018 年 12 月 12 日，巴黎 

作为特邀演讲人参加卢森堡马克斯·普朗克程序法研究所举办的“从社会学视角

看国际法庭：正式、非正式规则、功能和符号”讲习班，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卢森堡 

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国际投资法和政策演讲系列特邀演讲人(演讲题目为

“实际事物的想象性质：投资条约订立和先例”)，2017 年 11 月 6 日，纽约 

被选为第 11 届泛欧国际关系会议参会者，2017 年 9 月 13-16 日，巴塞罗那(提交

题为“黑暗时代的国际法论述”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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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为题为“认知社会学、文化和国际法”的第三期国际法社会学讲习班参会者

(提交题为“国际司法自我：国际法院中的身份形成”的论文)，2017 年 4 月 28-

29 日，哥本哈根 

作为专家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和平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组织的“涉及国家主权、不干

涉国家内政和人权的国际法”听证会，2016 年 10 月 24 日，日内瓦 

被选为国际经济法学会“多样化世界中的国际经济法”第五次双年度会议参会者

(提交题为“投资条约仲裁有国际公法范本吗？”的论文)，2016 年 7 月 7-9 日，

约翰内斯堡 

作为特邀演讲人参加曼彻斯特国际法中心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法中心组织的“国际

法辩论实践中的理性、修辞和暴力”讲习班，2016 年 6 月 10 日，阿姆斯特丹 

被选为第 25 届 SLS-BIICL 理论和国际法年度会议参会者(提交题为“给国际法下

定义的权威：相互竞争的主张和新兴模式”的论文)，会议主题为“超越我们的舒

适区？定位国际律师、机构和其他国际行为者的权威”，2016 年 4 月 25 日，伦敦 

作为小组成员参加“俄罗斯对国际法的态度”圆桌会议，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

研究生院，2016 年 4 月 13 日 

  获得的奖项及研究金 

2012 年 8 月 詹姆斯·克劳福德奖 

《国际争端解决期刊》最佳文章 

2012 年 9 月 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生院校友会奖 

优秀国际法博士论文 

2010 年 9 月 纽约大学法学院豪泽全球研究金 

  行政职务 

2018 年 9 月 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法学硕士联合主任 

2018 年 9 月 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成员 

  编辑职务 

2019 年 2 月 《国际争端解决期刊》总编 

2016 年 9 月 《国际法律理论与实践布里尔研究视角》编辑委员会成员 

2018 年 12 月 《欧洲国际法学报》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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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法律从业经验 

在 CC/Devas (Mauritius) Ltd.、Devas Employees Mauritius Private Limited 和 Telecom 

Devas Mauritius Limited 诉印度案中，担任印度共和国的辩护律师，常设仲裁法院，

案件编号 2013-09 

在德国电信诉印度案中，担任印度共和国的辩护律师，常设仲裁法院，案件编号

2014-10 

在 Maxim Naumchenko、Andrey Polouektov 和 Tenoch Holdings Ltd 诉印度案中，担

任印度共和国的辩护律师，常设仲裁法院，案件编号 2013-23 

在 Khaitan Holdings (Mauritius) Limited 诉印度共和国案中，担任印度共和国的辩

护律师，常设仲裁法院，案件编号 2018-50 

在 ConocoPhillips Petrozuata B.V.、ConocoPhillips Hamaca B.V.和 ConocoPhillips 

Gulf of Paria B.V.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中，担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的辩护律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编号 ARB/07/30 

在 Mobil Corporation、Venezuela Holdings B.V.等人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

中，担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辩护律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编

号 ARB/07/27 

在 Universal Compressi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S.L.U.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案中，担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辩护律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

件编号 ARB/10/9 

在 Almasryia for Operating & Maintaining Touristic Construction Co. L.L.C.诉科威特

国案中，担任科威特国的辩护律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编号 ARB/18/2 

在 Devas Multimedia Private Limited 诉 Antrix Corporation Limited 案中，担任一家

印度国有公司的辩护律师，国际商会，案件编号 18051/CYK 

在 Phillips Petroleum Company Venezuela Limited、Conocophillips Petrozuata B.V.诉

Petroleos De Venezuela S.A.、Corpoguanipa S.A.、PDVSA Petroleo S.A.案中，担任

一家委内瑞拉国有公司的辩护律师，国际商会，案件编号 20549/ASM/JPA(C-

20550/ASM) 

在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中，担任哥斯达黎加政府

的法律顾问，国际法院 

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卡塔尔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案中，

担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辩护律师，国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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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西卜·齐亚德(Nassib G. Ziadé) (黎巴嫩) 

[原件：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首席执行官 

巴林争端解决商会 

国籍：黎巴嫩和智利 

语文：通晓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可用西班牙语工作 

 纳西卜·齐亚德是巴林争端解决商会的首席执行官。他于 2011年 7月至 2013

年 8 月担任迪拜国际仲裁中心主任。2007 年至 2011 年，他担任解决投资争端国

际中心副秘书长，并于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6 月担任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代

理秘书长。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行政法庭的法官，并经常担任国际

商业、建筑、投资和国际公法相关仲裁的仲裁庭庭长或共同仲裁员。 

 齐亚德先生在国际法律程序管理和国际法庭发展方面拥有丰富的高级管理

经验。他是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国际仲裁、国际投资法、国际行政法和利益冲

突法领域的专家。他于 1997 年至 2007 年担任世界银行行政法庭执行秘书。1998

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申诉程序审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对世界银行内部冲

突解决机制进行了审查和改革。他参与了对该机制的所有后续审查，直至 2007年。

此外，齐亚德先生于 2002年就巴林设立宪法法院一事向巴林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他还就国际行政法庭的设立和运作问题向若干国际组织提供咨询意见。 

 齐亚德先生是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董事会成员和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也是国际争端解决中心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和伦敦国际仲裁法院前法院成员。他

是常设仲裁法院成员、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和调解员小组成员，还担任

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副主席。他还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担任国际律师协会仲

裁委员会下设利益冲突小组委员会成员。 

 齐亚德先生自 2010年起担任迈阿密大学法学院国际仲裁法律硕士项目客座教

授，并在黎巴嫩和迪拜的圣约瑟夫大学法学系担任国际仲裁客座教授。他于 2011

年在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任客座教授，讲授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并于 2001

年和 2004 年在智利圣地亚哥的智利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国际仲裁

和国际行政法。2012 年，他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开设“国际组织框架内所设仲裁机

构的独立性”课程，并于 2013 年在巴黎国际仲裁法学院举办仲裁讲习班。 

 齐亚德先生在国际法和仲裁法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组织了几次高规格的

国际专题讨论会，并经常在国际会议上就各种法律专题发言。2011 年至 2017 年，

他是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他是美国国际法学会的赞

助人兼顾问，并在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间担任该学会的执行理事会成员。齐亚德

先生也是法国国际法学会、瑞士仲裁协会、法国仲裁委员会和国际商事仲裁理事

会成员。他是《巴林争端解决商会国际仲裁评论》的创始人和总编辑。他于 2007

年至 2011 年担任《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期刊》总编辑，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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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该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多年。自 1991 年以来，他一直是《国际法律资料》

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1987 年起，他一直担任该期刊的中东地区通讯编辑。

他也是《阿拉伯仲裁国际期刊》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齐亚德先生曾在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第

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学习私法和公法、国际法、行政与政治学和工商管理。他通

晓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并可用西班牙语工作。 

专长 

• 是国际私法和公法、国际仲裁、国际投资法、国际行政法和利益冲突法

领域的专家 

• 在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的国际法律程序(仲裁、调解和诉讼)管理及国际

法庭的发展方面拥有丰富的高级管理经验 

• 专案和机构仲裁的共同仲裁员或庭长 

• 法律和文化专著的作者 

学历(以荣誉称号和优异成绩获得所有学位) 

• 剑桥大学(英国)，法学硕士，国际法硕士，1985 年(获 Clive Parry 国际

法奖) (法学硕士论文：“1982 年《海洋法公约》的争端解决条款”) 

• 黎巴嫩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 

o 私法学士/硕士第一年文凭，1983 年 

o 公法学士/硕士第一年文凭，1983 年 

o 行政和政治学学士，1984 年 

• 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工商管理学士，1984 年 

仲裁员工作经历 

 在超过 25 个与国际商业、建筑、投资和国际公法有关的重大仲裁中担任法

庭庭长或共同仲裁员，根据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公约

和附加便利规则)、常设仲裁法院、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迪拜国际仲裁中

心、阿布扎比商事调解和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各项规则以及特别程

序、包括《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下的特别程序，使用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进行仲裁。 

 仲裁工作仅限于仲裁员的角色，不包括作为律师或专家开展的工作。 

 2019 年《法律名人录》称：“纳西卜·齐亚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仲裁员，在

商业和投资条约争端解决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他因在建筑领域的专业知识而受到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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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法律名人录》称：“纳西卜·齐亚德是同行公认的‘中东和北非仲

裁领域的业界翘楚’，专长跨越商业、建筑和投资仲裁领域。” 

 2021 年《法律名人录》称：“纳西卜是一位非常敏锐和严谨的仲裁员。”“他

是这一领域的杰出人物。”“他是仲裁领域的业界翘楚。” 

有代表性的仲裁员经历 

• 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美国某公司和喀麦隆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

裁员，该仲裁根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内容涉及该公司所有者遭到监禁

和据称征用在线平台资助社区项目一事(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

ARB/20/2)(待决，法文)。 

• 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阿联酋某公司和韩国某公司仲裁案中担任共

同仲裁员，该案涉及就阿联酋旅游项目的设计和建造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的分包协议(待决，英文)。 

• 在国际商会的制药业内卡塔尔投资者和沙特阿拉伯王国仲裁案中担任

共同仲裁员，该仲裁根据《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定》提起(待决，英文)。 

• 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德国某公司和摩洛哥王国仲裁案中担任共

同仲裁员，该仲裁根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内容涉及实施对废金属粉碎

行业造成影响的措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 ARB/19/2) (待决，

英文和法文)。 

• 在卡塔尔某公司和沙特阿拉伯王国之间根据《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定》

提起的广播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裁员(待决，英文)。 

• 在贸易法委员会的阿联酋某公司和利比亚之间的建筑仲裁案中担任共

同仲裁员，该仲裁根据《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定》提起，由常设仲裁

法院管理(待决，已对先决问题作出部分裁决，英文)。 

• 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卡塔尔公司(半岛电视台)和埃及之间的多媒

体广播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裁员，该仲裁根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 ARB/16/1) (待决，已对临时措施作出裁决，英文)。 

• 在奥地利某公司和利比亚之间的建筑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裁员，该仲裁

根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受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附加便利规则》管

辖(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 ARB(AF)15/1) (已作出裁决，英文)。 

• 在贸易法委员会的突尼斯投资者和加蓬之间的社会住房建设仲裁案中

担任共同仲裁员，该仲裁根据《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定》提起，由常

设仲裁法院管理(常设仲裁法院案件编号 2015-25) (已作出裁决，法文)。 

• 在贸易法委员会的沙特投资者和埃及之间的旅游建设项目仲裁案中担

任共同仲裁员，该仲裁根据《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条

约提起，由常设仲裁院管理(待决，阿拉伯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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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商会的印度某公司与中东某国、该国电力部和某政府公用事业公

司之间关于变电站和输电线路统包合同的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裁员(在

对可否受理问题提出异议后辞职，英文)。 

• 在国际商会的土耳其投资者和叙利亚之间的建筑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

裁员，该仲裁根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已作出裁决，英文)。 

• 在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的埃及某当事方和某跨国公司之间关于

土地所有权和住宅、行政、休闲与商业用途建设项目的仲裁案中担任庭

长(已结案，阿拉伯文)。 

• 在国际商会的埃及股东和泰国股东之间因炭黑生产投资引发的仲裁案

中担任共同仲裁员(已结案，英文)。 

• 在国际商会的印度某公司和阿联酋某公司建筑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裁

员(已作出裁决，英文)。 

• 在迪拜国际仲裁中心的叙利亚某人和阿联酋某实体之间的两起仲裁案

中担任共同仲裁员，这两起案件涉及迪拜体育城开发项目中三个单元的

买卖问题(已作出裁决，英文)。 

• 在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的叙利亚、英国和埃及实体之间关于叙利

亚旅游度假村建设的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裁员(已作出裁决，阿拉伯文)。 

• 在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的埃及当事方和利比亚当事方关于出售酒

店业公司股份的两起仲裁案中担任共同仲裁员(已作出裁决，阿拉伯文)。 

• 在阿布扎比商事调解和仲裁中心的阿联酋两实体关于在阿布扎比建设

大型多功能综合体的仲裁案中担任庭长(已作出裁决，阿拉伯文和英文)。 

• 在阿布扎比商事调解和仲裁中心的阿联酋两实体关于建筑管理合同的

仲裁案中担任庭长(已结案，英文)。 

• 在涉及中东某大型工程和建筑公司股份所有权和应享权力的临时仲裁

案中担任庭长(在就管辖权作出裁决后结案，阿拉伯文和英文)。 

• 在埃及实体和叙利亚实体之间关于提供钻探服务的临时仲裁案中担任

庭长(已作出包含和解协议的裁决，英文)。 

• 在阿联酋、黎巴嫩和法国公司之间关于咨询协议的临时仲裁案中担任共

同仲裁员(已结案，英文)。 

法官工作经历 

 2019年6月以来，任基金组织行政法庭成员，由基金组织总裁经必要协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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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经验 

巴林争端解决商会 

2013 年 9 月以来，首席执行官 

由巴林争端解决商会董事会经必要协商任命。 

领导秘书处，在法庭上和与第三方交涉时代表巴林争端解决商会。 

确保巴林争端解决商会在所有方面都按最高国际标准运作，同时保持完整性和业

务独立性。 

监督仲裁和调解程序的管理及仲裁员的任命。 

牵头以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起草巴林争端解决商会最新仲裁规则和调解规则。 

创办新的法律期刊《巴林争端解决商会国际仲裁评论》，并担任总编辑。 

发起新的国际仲裁培训方案，并提供培训作为该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发展当地和

区域在国际仲裁方面的专门知识。 

在巴林组织了几次高规格的国际专题讨论会，并在区域内外国际会议上代表巴林

争端解决商会发言。 

迪拜国际仲裁中心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8 月，主任 

由迪拜国际仲裁中心董事会经必要协商任命。 

确保迪拜国际仲裁中心在所有方面都按最高国际标准运作，同时保持完整性和业

务独立性。 

监督 900 多个仲裁程序的管理工作。 

就超过 75 项对仲裁员提起质疑的案情向迪拜国际仲裁中心执行委员会提供法律

意见。 

在区域内外国际会议上代表迪拜国际仲裁中心发言。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2007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副秘书长(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6 月，代理秘书长) 

2007 年 7 月至 2007 年 10 月，首席法律顾问 

由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行政理事会主席、世界银行行长经必要协商提名，后由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行政理事会选为副秘书长。 

发起了广泛的改革，以加强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运作，提升其国际地位。 

监督仲裁和调解程序的管理(在任期内：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收到 97 项仲裁请

求、1 项调解请求、24 项撤销请求、2 项修改请求、4 项口译请求和 7 项纠正请



 A/76/62 

 

339/342 21-01250 

 

求；发布 68 项仲裁裁决、24 项管辖权裁决、14 项暂缓执行裁决、20 项临时措施

裁决、14项关于取消仲裁员资格提案的裁决、3项关于取消律师资格提案的裁决、

16 项撤消裁决、8 项纠正裁决和 1 份调解报告。 

推荐 40 名仲裁员和 43 名特设撤销委员会成员，供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行政理事会

主席任命。 

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条约安排履行任命职能，

并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法委员会 Vito Gallo 诉加拿大案中对一名仲裁员

提出质疑的请求作出裁决。 

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行政理事会和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上代表解决投资争

端国际中心。 

担任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国际法律期刊《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商投

资法期刊》总编辑。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 

1997 年 1 月至 2007 年 6 月，执行秘书 

由世界银行行长经必要协商任命。 

重组和加强法庭秘书处，并监督其顺利运作。 

管理和监测 260 多起涉及道德和腐败、性别和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就业相关问

题的案件；任职期间，裁决审结 250 起案件。 

监督庭审档案的编写工作，参加庭审，并履行与作出和公布裁决有关的责任。 

牵头修订法庭规约和程序规则。 

组织了首次国际行政法庭法官和书记官长及该领域从业人员的大会，并出版大会

记录。 

在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上代表法庭。 

担任咨询委员会秘书，该委员会受委托向世界银行行长推荐法庭任职人选以供提名。 

担任世界银行申诉程序审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对世界银行内部冲突解决机制

进行了改革。 

担任法庭任命的调查员(国际法院前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的特别助理，负责

调查涉及世界银行行长和高级管理层一案中的事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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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1990 年 6 月-1997 年 1 月，法律顾问 

1986 年 5 月-1990 年 6 月，法律研究员 

担任若干仲裁法庭、一个特设委员会(撤销程序)和一个调解委员会的秘书。 

定期以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向世界银行集团高级工作人员、私人从业人员和高

层政府官员提供关于仲裁和投资事务的书面意见。 

承担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若干出版物的编辑和管理责任(《解决投资争端国际

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期刊》、《世界投资法》、《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新闻》)。 

其他职责包括为当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总法律顾问(Ibrahim F.I. Shihata)编写

研究文件，并就设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某些方面开展工作。 

1983-1986 年，在贝鲁特和伦敦从事国际商法的一般业务 

担任国际商会仲裁法院前副院长兼中东法律专家 Samir A.Saleh 的特别助理。 

政策咨询和法律起草 

• 2012-2014 年，担任国际律师协会仲裁小组委员会成员，负责审查 2004

年《国际仲裁利益冲突准则》。 

• 2020 年以来，担任 2012 年《常设仲裁院仲裁规则》新议定书起草委员

会成员。 

• 1998 年 6 月至 12 月，担任世界银行高级管理层设立的申诉程序审查委

员会成员，负责审查世界银行争端解决程序，委员会的工作促成了一份

题为《改革世界银行集团内部冲突解决机制》的报告。 

• 2002 年 3 月至 7 月，向巴林政府提供关于设立该区域第一个宪法法院

的咨询意见，并用阿拉伯文编写了巴林政府通过的宪法法院规约定本。 

• 2004-2007 年，就国际组织内国际行政法庭的设立和运作以及各组织内

部申诉制度的改革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咨询。 

• 1991-1996 年，为各国政府起草仲裁和投资立法提供咨询。 

• 代表巴林出席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投资者与国家争议解决改革)第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和三十九届会议(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纽约)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维也纳)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5 日，纽约)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维也纳)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4 日，维也纳)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9 日，维也纳)，贸易法委员

会第二工作组(争议解决)第六十九、七十、七十一和七十二届会议(2019

年 2 月 4 日至 8 日，纽约)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7 日，维也纳)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7 日，纽约)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5 日，维也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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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一和五十三届会议(2018年6月25日至7月13日，

纽约) (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18 日，维也纳)。 

学术任职 

• 自 2014 年以来，在迪拜圣约瑟夫大学担任执行董事会成员。 

• 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法学系法律硕士项目客座教授，讲授关于仲裁的一

般课程(2015 年 4 月至 5 月，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2020 年 6 月)。 

• 迪拜圣约瑟夫大学法学系本科项目教授，用阿拉伯文讲授仲裁课程

(2013 年 5 月)。 

• 迈阿密大学法学院国际仲裁法律硕士项目客座教授，讲授投资仲裁课程

(2010 年 2 月至 3 月、2011 年 1 月至 2 月、2012 年 1 月至 2 月、2013 年

2 月、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2017 年 2 月和 2018 年

2 月)和关于仲裁机构作用的课程(2019 年 2 月至 3 月)。 

• 巴黎第一大学客座教授(先贤祠/索邦校区)，用法语讲授关于解决国际经

济争端的课程(2011 年 4 月)。 

•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系教授，用法语讲授关于国际组织框架内所设

仲裁机构独立性的课程(2012 年 7 月)。 

• 巴黎国际仲裁法学院教授，讲授关于迪拜国际仲裁中心仲裁的课程

(2013 年 7 月)。 

• 智利圣地亚哥智利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国际法、贸易和投资法学硕士联合

项目客座教授，讲授关于国际仲裁和国际行政法部分问题的课程(2004

年 10 月)。 

• 智利大学法学系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商法和国际商务项目客

座教授，讲授关于仲裁和发展中国家的课程(2001 年 12 月)。 

• 华盛顿特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法研究生项目

客座讲师，讲授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的活动(1998 年 4 月)。 

• 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法律硕士项目客座讲师，讲授国际争端解决技

术(1991 年 4 月)。 

• 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法律硕士项目客座讲师，讲授如何解决国家合

同纠纷(1988 年 6 月)。 

• 经常担任国际仲裁和国际法方面的临时讲师。 

专业团体和小组成员 

• 2012 年以来，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咨询委员会副主席；2018 年

以来，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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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以来，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美国仲裁协会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 

• 2010-2015 年，国际仲裁伦敦法院成员。 

• 2017 年以来，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副主席；2008-2012 年和 2013-2017

年，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成员。 

• 2011 年以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和调解员小组成员。 

• 2008 年以来，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 2009 年以来，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仲裁员小组成员。 

• 2010-2013 年，国际发展法组织核可仲裁员名册成员。 

• 2011-2017 年，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 

• 2014 年以来，《巴林争端解决商会国际仲裁评论》总编辑。 

• 2007-2011 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期刊》，主编；

2000-2003 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期刊》编辑董

事会成员；1994-2000 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期

刊》助理编辑；1987-1994 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

法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 1987 年以来，《国际法律资料》中东通讯编辑；1991 年以来，《国际法

律资料》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 

• 2009 年以来，《阿拉伯仲裁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 2005 年和 2011 年，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方案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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