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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03年 5月 5日至 6月 6日和 

7月 7日至 8月 8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 

 

 

  填补委员会的临时出缺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一. 候选人名单 
 
 

1. 截至 2003年 3月 19日，下列候选人被提名，以填补因瓦列里·库兹涅佐夫

去世及布鲁诺·西马和彼得·通卡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而出缺的席位： 

康斯坦丁·埃科诺米泽斯先生（希腊） 

格哈德·哈夫纳先生（奥地利） 

罗曼·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洛德金先生（俄罗斯联邦） 

特奥多·维奥雷尔·梅莱什卡努先生（罗马尼亚） 

阿帕德·普兰德勒先生（匈牙利） 

2. 上述候选人的履历见下文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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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候选人履历 
 
 

  康斯坦丁·埃科诺米泽斯（希腊） 
 

 1932年 12月 4日生于希腊萨摩斯 

  学历 
 

 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律和政治系学士（1954年）。 

 斯特拉斯堡大学欧洲高级研究中心文凭（1955年）。 

 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1956年）和雅典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1975

年）。 

 雅典大学法律系国际公法讲师（1960年-1967年）。 

  活动 

 1960年至今在外交部法律司任职，1979年-1995年为该司司长。 

 Pantion社会政治大学国际法副教授(1986年-1991年)，1991年至今任教授。 

 1991 年-1999年，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或待遇委员会成

员。 

 1990年至今为威尼斯法治民主委员会成员。 

 1997年至今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参加双边谈判 
 

 希腊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与下列国家的谈判：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三项协

定，1964 年）；罗马尼亚（缔结九项协定，1966 年）；南斯拉夫（缔结《关于南

斯拉夫商品经塞萨尼基港过境的安排》，1974 年-1975 年）；美利坚合众国（《美

国部队在希腊地位协定》，1975年-1976年）；土耳其（爱琴海大陆架划界，1976

年-1979 年；两国外交部长和总理的谈判，1988 年）；意大利（缔结关于爱奥尼

亚海大陆架划界的协定，1977 年）；罗马尼亚（缔结司法协助协定和领事协定，

1972年）；保加利亚（缔结领事协定，1973年；缔结司法协助协定，1976年）；

南斯拉夫（缔结领事协定，1973年）。 

 希腊代表团团长，就缔结领事协定问题与下列国家进行谈判：波兰（1976

年）、匈牙利（1977年）、苏联（1978年）、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1982年）和突尼斯（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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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代表团团长，就缔结司法协助协定问题与下列国家进行谈判：波兰（1978

年）、匈牙利（1979年）、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苏联（1981 年）、叙利亚（1981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4年）、埃及（1986年）、摩洛哥（1988年）、突尼

斯（1993年）和中国（1993年）。 

 希腊代表团团长，就拟订犯人引渡协定问题与下列国家进行谈判：埃及（1986

年）、匈牙利（1987年）和摩洛哥（1988年）。 

 希腊代表团团长，就国家继承所引起的国家间条约地位问题与下列国家进行

谈判：德国（1992）年、克罗地亚（1993 年）、斯洛文尼亚（1994 年）、捷克共

和国（1994年）、俄罗斯联邦（1994年）、斯洛伐克（1995年）。 

 希腊代表团团长，就拟订内斯多斯河水使用协定与保加利亚进行谈判。 

  参加国际会议 
 

 1962年至今，历任欧洲委员会下列各专家委员会成员：领事职能、国家豁免、

行政事项司法协助、领土庇护与难民、推广人权、司法合作、国际公法、保护少

数人。 

 希腊出席第二十届民航组织大会特别会议和国际民航安全会议的代表（1973

年，罗马）。 

 欧洲委员会审查国际法委员会最惠国条款草案的专家委员会主席（1979年）。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希腊代表（1979年-1981 年）。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希腊代表团成员（1980年-1981 年）。 

 希腊出席联合国下列会议的代表： 

(a) 国家对条约的继承（1978年） 

(b) 国家对财产、债务和档案的继承（1983年） 

(c)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1986年）。 

 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专家委员会主席（1982年-1984年）。 

 希腊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1977年-1996年。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会议执行秘书（1984年，

雅典）。 

 欧洲委员会法律合作指导委员会主席（1985年-1986年）。 

 希腊出席民航组织拟订关于保护机场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的议定书的筹备委

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代表（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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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出席制止危害海洋航行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筹备委员会的代表（1987年）。 

 希腊出席第三次欧安会人类问题会议的代表团成员（1991 年）。 

 希腊出席欧安会下列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和平解决争端会议（1991 年，瓦莱

塔）、民主政体问题讨论会（1991 年，奥斯陆）和拟订调停和仲裁公约会议（1992

年，日内瓦）。 

 希腊出席联合国主持解决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国名争端的调解程序

代表团成员（1994年）。 

 欧洲委员会特别顾问代表团成员，筹备在《东南欧稳定条约》框架内讨论斯

洛文尼亚境内少数人问题的会议（1999年-2000年）。 

  法院职务和活动 
 

 国际法院爱琴海大陆架案（保全措施，1976年）希腊代表团成员，并在此案

（管辖权，1978年）中担任希腊代理人和顾问。 

 1979年至今任常设仲裁法院法官。 

 1991 年至今为欧安会瓦莱塔解决争端机制成员。 

 教科文组织公约和建议委员会成员（1985年-1986年）。 

 欧洲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人权法院希腊政府代理人(1989

年-1991 年)。 

  主要著作 
 

书籍 

La Question Chypriote et le droit des peuples à disposer d’eux-mêmes (th.ron.), 
Strasburg, 1956. 

Le Pouvoir de décisio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uropéennes, A. W. Sythoff, 
Leyde, 1964. 

The inviolability and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of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agents 
(analysis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s of 1961 and 1963), Athens 1975 (In Greek).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 theory of sources), Collective work : K. Ioannou, C. 
Economides, Ch. Rozakis, A. Fatouros, Athens 1988 (In Greek).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Greek Islands of the Aegean (reply to a study by H. Pazarci), 
Athens 1989 (In Greek). 

Cours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 edition, Athens, 1990 (In Greek). 

Introduction to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Athens 1990 (In 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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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论和文章 

Systèmes et limites de la responsabilité en droit aérien, national et international, 
R.H.D.I., 1959. 

Le Statut international de l’Antarctique résultant du traité du 1er décembre 1959, 
R.H.D.I., 1962. 

Les amendements à la Convention relative à l’Organisation maritime consultative 
intergouvernementale et leur introduction dans l’ordre juridique hellénique, R.H.D.I., 
1968. 

Nature juridique des acte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leurs effets en droit 
interne, R.H.D.I., 1970. 

L’Arrangement gréco-yougoslave du 3 février 1975 relatif au transit des marchandises 
yougoslaves par la zone franche du port de Thessaloniki, R.H.D.I., 1975. 

La Révision de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état actuel de la question), R.H.D.I., 
1977. 

La prétendue obligation de démilitarisation de l’île de Lemnos, R.H.D.I., 1981. 

Nouveaux éléments concernant l’île de Lemnos: un problème totalement artificiel 
R.H.D.I., 1984. 

La déclaration de Manille sur le règlement pacifique des différends internationaux,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82. 

The contiguous zone, today and tomorrow, the New Law of the Sea (Ch. Rozakis, C. 
Stefanou, ed.), North Holland, 1983. 

Main rules of the New Law of the Sea,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Policy, 1985 (In 
Greek). 

Consular relations, Consular treaties, Consul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Max Planck Institute Publication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 
Bernhardt, Volume 9, 1986. 

The Montreux Convencion of 1936 for the Straits, in the Volume “Force and authority 
of treaties” (publicacion of the Hellenic Foundation of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Defence), Athens 1987 (In Greek). 

Les actes institutionnels internationaux et les sourc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88. 

The abolition of the State of War with Albanai,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Policy, 
1988 (In Greek). 

Le Mont Athos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Thessaloniki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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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s for the conclusion in 1977 of two additional protocols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Ne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f Armed Conflicts (publ. 
St. Perrakis), Athens, 1989 (In Greek). 

Le droit de recours individuel: moyen de renforcement de la Démocratie, in 
Démocratie et Droits de l’homme, Conseil de l’Europe, (éd. M. P. Engels), Strasbourg, 
1990. 

Etat de droit et tribunaux indépendants, R.H.D.I., 1991. 

Les rapports entr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e droit interne, Collection science et 
technique de la démocratie, Conseil de l’Europe, 1993. 

Les fondements juridiques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R.H.D.I., 1/1997. 

Les îlots d’Imia dans la mer Egée: un différend créé par la force,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97/2. 

L’obligation de règlement pacifique des différends internationaux: une norme 
fondamentale tenue à l’écart, in Boutros-Boutros Ghali, Amicorum Discipulorumque 
Liber, Vol. I, 1998. 

La révision des dispositions de la Constitution hellénique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in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Nicolas Valticos, 1999. 

L’habilitation législative: un moyen commode pour l’exécution rapide des résolution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prises dans le cadre de la sécurité collective, in Recueil 
d’Articles de conseillers juridiques d’Etats, d’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 
practicien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Nations Unies, 1999. 

Les effets de la succession d’Etats sur la nationalité des personnes physiques,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99/3. 

La guerre de l’OTAN contre la Yougoslavi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R.H.D.I., 2/1999. 

Aperçu des travaux de la Commiss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1948-1998, in the 
publication “ Commiss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cinquante ans après: bilan 
d’activités”, Nations Unies 2000. 

  讨论会和专业协会 

- 多次参加在希腊国内外举行的国际法和外交政策问题讨论会。 

- 希腊国际法和外国法研究所执行委员会成员、《希腊国际法学报》编辑委员

会成员。 

- 国际法协会希腊分会成员。 

- 美国国际法协会成员。 

- 希腊国际私法委员会成员。 

- 希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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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哈德·哈夫纳（奥地利） 
 

1943年 8月 3日生于维也纳 

1961 年-1965年：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翻译学院学习

俄文，在卢森堡、巴黎及在荷兰海牙和平学院参加暑期班课程 

1967年-1968年大学学年：作为交流学生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课

题为苏联的国际法概念（导师为 G.I. Tunkin教授） 

1969年：首份出版物（主题为苏联的永久中立概念） 

1970年 1月-1990年：维也纳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Zemanek的助理 

1970年 10月-1971 年 6月：在奥地利联邦陆军服役 

1972年-1995年：几次被借调至奥地利联邦外交部法律厅（1983年为国际经济法

科科长） 

1972年至今：多次为奥地利参加国际会议和驻国际组织的代表团成员或团长 

1983年 12月：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授予“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专题领域的“任

教资格证书 Venia legendi”（Work on the Status of Landlocked State within 

the Distributive System of the Law of the Sea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Binnenstaat in der Verteilungsordnung des 

Internationalen Seerechts- am Beispiel der Wirtschaftszone”） 

1990年 10月至今：被聘任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授 

1991 年至今：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客座教授 

1993年 5月至 1995年 2月：奥地利联邦外交部法律厅一般国际法司司长 

1996年 1月-6月：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法学院政治学系客座教授 

1996年 11月：被联合国大会选入国际法委员会，任期为 1997年-2001 年；1997

年-2001 年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1997年 2月：巴黎第二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客座教授 

1998年 6月：被提名为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终身客座教授 

2001 年 8月：当选为国际法学会联系会员 

2002年 5月：被任命为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 

个人情况：自出生以来一直为奥地利国民；1971 年与 Mag. Pharm. Ulrike结婚，

有两个儿子：Clemens（生于 1972年），Viktor（生于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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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活动： 

  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开设关于国际法和欧洲法律（机构及共同外交和安全政

策）全部课题的课程 
 

维也纳外交学院教授； 

维也纳大学（奥地利）施特罗布尔暑期班教授； 

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课程为“新形势下的欧洲系统”及“国际法高级研究班”）； 

在巴黎第二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开设关于“环境法中的国际责任”的课程； 

在克雷姆斯大学（下奥地利）开设欧洲法律课程； 

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高级国际问题研究硕士”课程，由维也纳外交学院和维也

纳大学组办。 

以下相关国际组织的成员 

- 德国国际公法学会（1997年至今为理事会成员）； 

- 美国国际法协会； 

- 国际法协会（奥地利分会；1992年至今为奥地利分会会长；国家继承委员会

和海事中立委员会主席）； 

- 法国国际法协会； 

- 奥地利欧洲法律学会； 

- 国际法学会。 

参加的会议 

- 多个国际会议的奥地利代表团成员（包括 1973年-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编纂会议，1978年、1984年和 1992

年欧安会和平解决争端会议，船舶注册条件问题会议，联合国国家豁免问题

协商会议）； 

- 奥地利代表团团长（包括关于拟订一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协定的会

议，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协商会议，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会议：欧洲联盟

主席）；大会第六委员会奥地利代表； 

- 联合国大会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2002年 2月）；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顾问，欧洲经济委员会责任和赔偿责任工作队主席。 

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大会 



 

 9 
 

 A/CN.4/527/Add.1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 2001 年 

起草委员会成员；国际法委员会现正审议的若干问题的工作组成员；管辖豁免问

题工作组主席；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副主席。 

涉及相关学术刊物的活动 

- 《奥地利公法学报》主编； 

- 《奥地利国际公法学报》共同编辑； 

- 《奥地利国际和欧洲法律评论》共同编辑； 

- 奥 地 利 联 邦 外 交 部 编 辑 的 “ Osterreichische auBenpolitische 

Dokumentation”（奥地利外交政策文件）的学术顾问； 

各种国际法专题书籍的编辑； 

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发表了许多国际法和欧洲法律专题文章。 

书目 

1. Die permanente Neutralität in der sowjetischen Völkerrechtslehre – eine Analyse, 
i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ÖZÖR) 19, 1969, 215 - 
258 

2. Das sozialistische Völkerrecht und die Beziehungen zu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r sowjetischen Völkerrechtsdoktrin, in: China-Report 1972 (3), 5 ff 

3. Der sozialistische Begriff der kollektiven Sicherheit und die Probleme seiner 
Realisierung in Europa,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Außenpolitik (ÖZA) 1973, 
131 ff 

4. Intervention und kollektive Sicherheit, in: 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zeitschrift 
5/1973, 376 ff 

5. Das Tauziehen um die Umweltdeklaration und das Verhalten der 
Entwicklungsstaaten, in: Internationale Entwicklung 1972, 18 ff 

6. Internationales Seerecht. Die Entwicklungsländer auf der 2, Session der 3, 
Seerechtskonferenz der UN, in: Internationale Entwicklung, 1974/III, 36 ff 

7. Die dritte Seerechtskonferenz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ÖZA 1975, 4 ff 

8. Die dritte Session der Dritten Seerechtskonferenz der UNO, in: Zeitschrift der 
Österreichischen Forschungsstiftung für Entwicklungshilfe 1975/II, 56 ff 

9. Bemerkungen zu den Rechtsprinzipien der kollektiven Sicherheit in Europa, in: 
O.W. von Amerongen, Hrg., Rechtsfragen der Integration und Kooperation in 
Ost und West, Berlin, 1976, 308 ff 

10. Die Souveränität in Beziehung zur Einzelperson gemäß der sowjetischen 
Völkerrechtsdoktrin, in: EuGRZ, Mai 1977, Heft 11/12, 220 ff 

11. Die Gefährdung der Freiheit der Hochseefischerei: das Urteil im isländischen 
Fischereistreit im Lichte der 3. Seerechtskonferenz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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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hardt, W. Rudolf (Hrg.), Die Schiffahrtsfreiheit im gegenwärtigen 
Völkerrecht, Berichte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Völkerrecht, Karlsruhe, 
1975, 195 ff 

12. Die internationale Regelung der Lagerung von radioaktivem Abfall im Meer, in: 
Unsere Umwelt, Heft Nr. 5, 10 ff; Heft Nr. 6, 12 ff; Heft Nr. 7, 5 ff 

13. Die Gruppe der Binnen – und geographisch benachteiligten Staaten auf der 
Dritten Seerechtskonferenz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ZaöRVR 38 (1978), 568 
ff 

14.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ordnung und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Seerechtsordnung, in: H. Neuhold (Hrg.),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ordnung und Österreich, Wien, 1978, 49 ff 

15. Österreich und die Gestaltung des internationalen Seerechts, in: Die Vereinten 
Nationen und Österreich 29, Nr. 6/80, 49 ff 

16. Monitoring and Surveillance: Waste Disposal, in: Proceedings Pacem in Maribus 
X, Malta, 1981, 63 ff 

17. Bemerkungen zur Überprüfung des Gestaltungsprozesses internationaler 
multilateraler Verträge, in: ÖZÖRV 32, 241 ff 

18. Räumliche Regime und Nutzungen über die und jenseits der Staatsgrenzen, in: 
Neuhold, Hummer, Schreuer, Österreichisches Handbuch des Völkerrechts, Wien, 
1983, 290 ff 

19. Schlagwörter: Freiheit der Meere, Meeresboden, Verkehrsrecht. in: I. 
Seidl-Hohenveldern, Lexikon des Rechts, Völkerrecht Neuwied, Darmstadt, 
1985, 86, 181, 296 

20. The “landlocked” viewpoint, in: Marine Policy 1981, 281 ff 

21. The Regulation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of Landlocked and 
Geographically Disadvantaged States in the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John-Ho Park (ed.),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1980, 1983, 342 ff 

22. Russische Konzessionsurkunden, in: P. Fischer, International Concessions and 
Related Instruments, Dobbs Ferry, ab 1976 

23. The Legal Problems of Coastal Tourism,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 Atti del 2º Convegno Internationale Mare e Territorio. L’Area 
Mediterranea Palermo 1985, 121 ff 

24. The Land-locked Countri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gem.mit H. Türk), in: Essays 
o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ed. by B. Vukas), Zagreb, 1985, 58 ff 

25. Neke primjedbe uz “stvarnu vezu” izmedu drzave i broda u suvremenom pravu 
mora Some Comments on the “Genuine Link” of Vessels in the Contemporary 
Law of the Sea), Zbornik Pravnog Fakulteta u Zagrebu (5-6), Zagreb 1985, 571 
ff 

26. Die Integration der osteuropäischen Staaten; Ost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formen, 
in: P. Fischer, H. Köck, Europarecht einschließlich des Rechts supranationaler 
Organisationen, Eisenstadt 1986, 47 ff, 28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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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Die Donaukommission, in: P. Fischer, H. Köck, Europarecht einschließlich des 
Rechts supranationaler Organisationen, Eisenstadt, 1986, 51 ff 

28. Introduction to: Hans Kelsen on the Issue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Two Legal 
Opinions; ed. by the Hans-Kelsen-Institute, Wien, 1986 

29. Die seerechtliche Verteilung von Nutzungsrechten. Rechte der Binnenstaaten in 
der ausschließlichen Wirtschaftszone, Wien – New York 1987, 533 seite 

30. Aktuelle Österreichische Praxis in Völkerrecht: Diplomatische Praxis in: 
ÖZÖRVR 27 (1976), 341 

31. In: ÖZÖRVR 28 (1977), 325 

32. In: ÖZÖRVR 29 (1978), 291 

33. In: ÖZÖRVR 30 (1979), 361 

34. In: ÖZÖRVR 31 (1980), 319 

35. In: ÖZÖRVR 32 (1981), 300 

36. In: ÖZÖRVR 33 (1982), 339 

37. In: ÖZÖRVR 34 (1984), 416 

38. In: ÖZÖRVR 35 (1985), 373 

39. In: ÖZÖRVR 36 (1986), 409 

40. In: ÖZÖRVR 37 (1987), 403 

41. In: ÖZÖRVR 38 (1988), 277 

42. In: ÖZÖRVR 39 (1989), 429 

43. In: ÖZÖRVR 40 (1990), 271 

44. In: AJIPL (ÖZÖRVR) 42 (1991), 475 

45. (together with J. Putzer) in: ARIEL (1997) 2, 539 - 664 

46. Wiederentdeckung der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 als Lebensgrundlage der 
post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Normative Umsetzung - Rechtspolitik. 
Völkerrechtliche Konsequenzen, in: Sonderausgabe der Zeitschrift 
“Förderungsdienst”, Bundesministerium für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 
Europäisches Forum Alpbach 1987, Wien, 1988, 125 - 138 

47. Mexikos Protest 1938 und der Völkerbund, in: Jahrbuch für internationale 
Studien, Wien 1988, 39 - 56 

48. Die Bemühungen um ein gesamteuropäisches Streitbeilegungssystem im Rahmen 
der KSZE, in: K.-H. Böckstiegel, H.-E. Folz, J. M. Mössner, K. Zemanek (Hrsg.), 
Völkerrecht. Recht der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en, Weltwirtschaftsrecht, 
köln, Berlin, Bonn, München, 1987, 147 - 171 

49. Osteuropa - sozialistische ökonomische Integration, in: Esterbauer, Lang (Hrsg), 
Integration und Kooperation in Nord und Süd, Bern 1988, 203 - 234 

50. Das Übereinkommen über Hilfeleistung bei nuklearen Unfällen oder 
strahlungsbedingten Notfällen, in: ÖZÖRV 39 (1988), 19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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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chlagwort “Fishing boats”;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stalment 11 (1989), 124 - 125 

52. Ein dritter Weg für Österreich, Bemerkungen zu den Aussagen des Präsidenten 
der EG-Kommission, Jacques Delors, in: Economy-Fachmagazin 1/89 (1989), 54 
- 55 

53. Europarecht, Texte und Fälle (gemeinsam mit J. Aicher und P. Fisher), Wien 1989 

54. Die Möglichkeit der Entwicklung der Rechtsbeziehung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der EWG außerhalb einer Mitgliedschaft, in: ÖZÖRV 40 (1989), 1 - 28 

55. Alternative Rechtsbeziehungen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der EWG außerhalb 
einer Mitgliedschaft, i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3/1989, 209 - 221 

56. Bemerkungen zur Funktion und Bestimmung der Betroffenheit im Völkerrecht 
anhand des Binnenstaates, in: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1 (1988), 
Berlin 1989, 187 - 229 

57. Internationaler Umweltschutz, in: Economy-Fachmagazin 4/90 (1990), F9 - F10 

58. Das Verursacherprinzip, in: Economy-Fachmagazin 4/90 (1990), F 23 - F 29 

59. Some comments on the Lugano Convention - the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in: 
M. Robinson, J. Findlater (eds.). Creating a European Economic Space: Legal 
Aspects of EC - EFTA Relations, Dublin, 1990, 139 - 144 

60. Die Embargo-Beschlüsse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Economy, 11/90, 2 - 7 

61. “Civil Liability and other Forms of Transnational Accountability” i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 1990, 86 - 92. 

62. International Law, Economics and Economy, in: W. Waigel (Hg),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 A Collection of Applications, Wien, 1991, 272 - 290 

63. Neutralität und Subsidiarität, in: Economy 3/91, 50 - 56 

64. Neutral and Non-Aligned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es of Pan-European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Peace and the Sciences, Wien 1991, 31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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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ality, in: Neuhold H. (ed.), The European Neutrals in the 1990s,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1992, 165 - 184 

66. “Civil Liability and other Forms of Transnational Accountability” in: Year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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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Civil Liability and other Forms of Transnational Accountability” i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3, 1992, 206 - 213 

68. Commentary, International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aw. Aspects of 
Pol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in: H. Neuhold, W. Lang, K. Zemanek 
(Hgb.),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Dordrecht-Boston 
1991, 142 - 146 

69. Bemerkungen zur dauernden Neutralität Österreichs 1991 und danach, in: H. 
Krejci, E. Reiter, H. Schneider (Hrg.), Neutralität: Mythos und Wirklichkeit, 
Wien 1992, 187 - 196 



 

 13 
 

 A/CN.4/527/Add.1

70. EG Maastricht: Die soziale Integration (gem mit W. Mazal), in: Economy 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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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L’obsolescence” de certaines dispositions du traité d’Etat Autrichien de 1955, i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XXXVII (1991), 239 - 257 

72. The Use of Analytical Methods and Tools in International Negotations: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in: Theory and Decision 34, (1993), 329 - 343 

73. The Optimum Utilization Principle and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Drainage 
Basins, in: AJIPL 45(1993),113-146 

74. “Civil Liability” and other Forms of Transnational Accountability i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4, 1993, 123-128. 

75. Schutzmachtfunktion und völkerrechtliches Interventionsverbot (Art.2 Z.7 der 
UNO-Charta),in:F.Ermacora, H. Tretter, A. Pelzl (Hg.). Volksgruppen im 
Spannungsfeld von Recht und Souveränität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Wien 1993, 
125-145 

76.  Comments on the Objective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n: O. Höll (Hg.), Environmental Coopertion in Europe,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1994,137-142 

77.  Das Streitbeilegungsübereinkommen der KSZE: Cui bono? in: K. Ginther, 
G.Hafner, W. Lang, H. Neuhold, L. Sucharipa-Behrmann (Hg.), Völkerrecht 
zwschen normativem Anspruch und politischer Realität, Berlín 1994,115-154 

78. The Rights of Land-Locked States in the Baltic Sea, in: R. Platzöder, Ph. Verlaan 
(Hg.), The Baltic Sea: New Developments in National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benhausen 1994,371-386 

79. L’Autriche et l’Union Européenne: Technique et Pratique du Référendum (gem. 
mit Patrick Schulz),in: Revue du Marché Commun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No.383, Décembre 1994,635-642 

80. La neutralité de l’Autriche après son adhésion à l’Union Européenne (mit Patrick 
Schulz),i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XL (1994),287-325 

81. Staatensukzession und Schuldenübernahme beim “Zerfall” der Sowjetunion (mit 
August Reinisch), Wien 1995,168 Seiten 

82.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on Part X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dans: Nandan S., Rosenne Sh.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The Hague, London, Boston 
1995,pp.371-457 

83. The Recent Austrian Practice of State Succession: Does the Clean Slate Rule Still 
Exist? (mit E.Kornfeind)in:Austr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1:1-49,1996,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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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hold, B. Simma (Hgb), Neues europäisches Völkerrecht nach dem End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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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Právní Problémy Vstupu Rakouska Do Evropské Unie (Legal Problems Related 
to Austria’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in: Rocenka Evropského Práva, 
Svacek I, 1995,S.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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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in: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Shepard Broad Law Center,Vol. 2 No.3, 1996,S.671-677 

89. Austri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T. Treves (ed.), The Law of the Sea,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S.27-35 

90. The Rights of Land-Locked States in the Baltic Area,in: The Baltic Sea: New 
Developments in National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S.371-386 

91. Limits to the Procedural Pow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n: Wellens (ed.),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S.651-677 

92. Should One Fear the Proliferation of Mechanisms for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L. Caflisch (e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Universal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S.25-41 

93. Europarecht, Texte und Fälle (zusammen mit P. Fischer), WUV Wien 1998. 

94. The Amsterdam Treaty and the Treaty-Making Pow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Some critical comments, in: G. Hafner, G. Loibl, A. Rest, L. Sucharipa-Behrmann, 
K. Zemanek, Liber Amicorum - Professor Ignaz Seidl-Hohenveldern in honou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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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The Austrian Foreign Policy Documentation – Die Österreich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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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pp.77-82. 

98. (mit Boon,  Rübersame, Huston) A Response to the American View as Presented 
by Ruth Wedgwood, in: EJIL 10 (1999),108-123. 

99. Kodifikation und Weiterentwicklung des Völkerrechts, in: Cede/Sucharipa- 
Behrmann, Die Vereinten Nationen, 1999,13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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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gh, Blakeslee, Ederington (ed.s.), National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A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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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Did the FR Yugoslavia Make the OSCE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Beredek, Isak, Kicker (ed.s.), Development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1999, 35-57. 

102. Risks ensuing from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por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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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with H. Pearson,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Work of the ILC, in: YIEL 2000 

104. Exist-t-il un treaty making power de l’Union Européenne dans le cadre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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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The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in: 5 ARIEL, 189-270(2000) 

106. Der Internationale Gerichtshof und der Internationale Strafgerichtshof: 
Konkurrenz oder Ergänzung? In: N. Ando et al.(eds.), Liber Amicorum Judge 
Shigeru Oda, 587-61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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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曼·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洛德金（俄罗斯联邦）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年 7月 29日，苏联列宁格勒 

学历  

1986年 国际法博士；论文涉及以联合国大会的建议性决议为例的国际建议性准则。

1982-1985年 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系主任——通金教授）。 

1982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获国际法学位。 

现职  

2001 年至今 俄罗斯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委员会成员。 

曾担任的职务  

1997-2001 年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副代表。 

1994-1997年 俄罗斯外交部法律司副司长。 

1992-1994年 俄罗斯外交部法律司处长。 

1991-1992年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助理、办公室主任。 

1990-1991 年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议会）共和国间关系委员会法律干事。 

1986-1990年 苏联海事部对外关系司国际组织处和对外经济关系处法律干事。 

主要专业工作经验 

2003年 与挪威谈判巴伦支海划界事宜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 

 联合国大会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 

团长。 

 与乌克兰谈判国家边界双边条约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顾问。 

2002年至今 与乌克兰谈判 2001 年 10 月在黑海上空发生的俄罗斯 Tu-154M 飞机空难有

关问题的俄罗斯政府机构间委员会副主席。 

2002年 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的俄罗斯代表。 

 与罗马尼亚谈判双边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顾问。 

 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俄罗斯代表。 

 南极条约第 25次协商会议俄罗斯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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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1 年 出席以下机构组办的政府间和专家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副代表：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欧洲经济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劳工组织、卫生组织、气象

组织、知识产权组织；以及出席由红十字委员会和由作为 1949年日内瓦四

公约保存国的瑞士政府组办的政府间和专家会议。 

1996年 欧洲委员会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俄罗斯代表，参与起草《欧洲国籍公约》。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 

 与罗马尼亚谈判双边条约政府间议定书事宜的俄罗斯专家代表团团长。 

1995年 大会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特设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 

1994-1997年 大会第六委员会和宪章特别委员会的俄罗斯代表。 

1994年 谈判关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保

证问题谅解备忘录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顾问。 

1993-1994年 参加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顾问。 

1993年 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调解和仲裁公约财政议定书》谈判的

俄罗斯代表。 

1991-1997年 出席独立国家联合体政府间和专家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专家。 

1990-1991 年 与立陶宛共和国谈判合作开发加里宁格勒问题双边政府间协定及谈判协助

来自马热基艾的国民在俄罗斯弗谢沃洛日斯克重新安置问题双边政府间协

定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专家。 

 与爱沙尼亚共和国谈判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共和国国家间关系基础条约的俄

罗斯代表团法律专家。 

1989-1990年 出席海卫组织大会和理事会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法律专家。 

学术活动  

2001 年至今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议会）国家杜马科学和专家委员会成员。 

1993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支持设立的国家执行化学武器公约问题法律

专家委员会成员 

1987年至今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年鉴》编辑委员会成员。 

1982年至今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会员。 

2002年至今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法系国际法专业客座教授；多次在莫斯科国

立大学、外交部外交学院、莫斯科国立法学院开设国际法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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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客座教授。 

1990-1991 年 莫斯科法学院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客座教授。 

主要出版物 

“Draft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co-author with M.V.Musihin),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4,2001. 

“Discussion on the draft statute for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Ad Hoc Committee of the UN GA”(co-author with I.A.Panin),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996. 

“An Ad Hoc Tribun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Sc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in 
English),Criminal Law Forum(Rutgor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USA, vol.5, 

Nos.2-3(1994). 

“Review of Functioning of International Law,by I.I.Lukashuk”, 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994. 

“Comments on the concept of soft law”Soviet State and Law,1985, № 12. 

“Latin-American doctrine on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co-author with M.Beserra),Bulletin of the 
Moscow State University,Law Series,vol.11, № 5,1985. 

语言能力 

 俄文——母语。 

 英文——流利。 

 法文——口语和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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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奥多·维奥雷尔·梅莱什卡努（罗马尼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 1941 年 3月 10日，罗马尼亚胡内多阿拉县布拉德。 

学历 

- 1959年至 1964年-布加勒斯特法学院。 

- 1964年至 1966年-布加勒斯特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 

- 1967年至 1970年-日内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 

- 1973年-日内瓦大学政治学/国际法博士。 

学术背景 

- 1973年-日内瓦大学国际法博士。 

- 1973年-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协会成员，布加勒斯特。 

- 1991 年-罗马尼亚政治研究学院成员，布加勒斯特。 

- 1992年-布加勒斯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和外交法主任。 

- 1997年-布加勒斯特大学政治学系国际公法硕士课程教授和历史系教授。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97年-2001 年） 

- 2001 年：拟订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评注工作组主席。 

- 以下专题的工作组成员：国家继承涉及的国籍问题；对条约的保留；外交保

护；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国家责任。 

- 以下专题的起草委员会成员：国家责任；对条约的保留；外交保护；国家的

单方面行为。 

学术著作 

-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 Ph. D. Thesis, Geneva 1973。 

-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Bucharest, Editura Politica 

1974。 

- European Institutions, National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charest 1993。 

- Institutional Community Law,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1995。 

- Fo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assy, Editura Poliro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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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1994,and a new 

revised edition in 2002。   

- The rebirth of the Romanian Diplomacy, Cluj, Editura Dacia, 2002。 

合著 

- Diplomatic Dictionary, Bucharest, Editura Politica 1973 and 1979。 

-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Bucharest 1973。 

- Military Disarma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Europe, Bucharest 1973。 

近期发表的文章和研究 

- Moldova, The second Romanian State, no.2/1992—Venice-Italy。 

- Democracy and Market Economy: The Irreversible Options of Romania，

Asashi Shinbun, 11.05.1993—Tokyo-Japan。 

- Security in Central Europe: a positive-sum game,“Revista NATO”no.5, 

October 1993。 NATO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Press, 1110 Bruxelles, 

Belgium。 

- A Memorable Moment in Romanian History, Business World, no.14 

(847)24-30 January 1994。 

- Romania’s Option for Integration with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present 
Grounds,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l ，

no.1-2/1995。 

-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Romania: Priorities and Legitimate Concerns, 

Central European Issues vol.l,no.l,autumn 1995。 

-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cs of Romania’s foreign policy after 1990, 
Studia Politica, Roman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l,no.2/2001。 

- A new ro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preventing local 

conflicts, EuroAtlantic Studies no.1 2001,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e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no.1/2002。 

- Public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Euro-Atlantic Studies, 

no.4/2002。 

- Legal Aspects of Romania’s adherence to NATO, in Euro-Atlantic Studies 
no.1/2003。 

外交职务 

- 1966年 9月-1990年 8月：外交部外交官；晋升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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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 8月-1991 年 5月：外交部副国务秘书、国务秘书。 

- 1992年 11月-1996年 11月：外交部国务部长。 

政治职务 

- 1996年 12月-2000年：普拉霍瓦县参议员；罗马尼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主席。 

- 2001 年 1月：国家自由党副主席，负责对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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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帕德·普兰德勒（匈牙利） 
 

个人资料 

1930年 2月 23日生于匈牙利考波什堡 

 

学历和学术资格 

- 1952年布达佩斯大学法学学士；1957年布达佩斯大学历史学学士 

- 1972年法学博士生 

- 1952年-1962年布达佩斯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1969-1983年布达佩斯大学

法律系副教授；1983年至今布达佩斯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授 

- 1992年至今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荣誉教授 

专业活动 

- 1962年至今,外交部 

- 1963-1968年，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常驻代表,纽约 

- 1974-1983年，外交部国际法司司长,布达佩斯 

- 1976年至今,大使 

- 1981 年至今,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 1963年-1970年、1975年-1982年和 1994年-2002年，匈牙利出席联合国大

会代表团成员 

- 1974年-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匈牙利代表团团长 

- 1983年-1990年，纽约联合国裁军事务部主任兼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帮办 

- 199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四次审查会议秘书长(联合国助理秘书

长级) 

- 1993年至今，多瑙河委员会匈牙利副代表 

- 1998年，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会议匈牙利代表团成员 

- 1999年-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或成员 

- 1995年、1999年，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匈牙利代表团成员，日内瓦 

- 1992年-1993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设赔偿委员会匈牙利代表，日内瓦 

- 1992年-1997年，外交部国际法司高级顾问，1997年-2000年副司长 

- 1996年至今，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90条所设国际人道主

义实况调查委员会成员 

- 1998年，日内瓦四公约缔约国第一次定期会议匈牙利代表团团长 

- 2001 年 1月-2002年 7月，外交部国际法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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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8月至今，外交部高级顾问 

- 2002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主席 

其他职务 

- 匈牙利红十字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 2000年至今，国际法协会匈牙利分会主席 

- 1999年至今，全国国际人道主义法咨询委员会主席 

出版物 

- 专著“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 大学教科书：“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 关于下列专题的论文：《联合国宪章》、维持和平、海洋法、裁军、人权、国

际人道主义法，等等 

其他资料 

 语文：英文、法文、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