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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一般性评论 
 
 

  比利时 
 
 

 比利时谨指出，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了一组很有用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比利时认为外交保护是产生于国际条约法和习惯国际法的一系列保护人权和基

本自由机制之一，其中一些规定，任何国家均有权为权利受侵犯的任何个人（包

括非国民）进行干预。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重申支持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外交保护的工作。条款草案的大部分内

容已有大量确立的国家惯例。 

 联合王国同意委员会的决定，即目前的外交保护审查，不是对将赋予国际组

织的职能保护进行任何审查的适当场合。条款草案旨在不损害一国可能拥有的为

本国侨民行使领事保护的任何权利；但我们认为，这一点应在条款草案本身，或

至少在评注中更明确地说明。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 1 条草案——定义和范围 
 

  比利时 
 

 第 1 条草案将外交保护定义为，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而

受的损害”，以国家的名义为该国民采取行动。这是外交保护很广义的解释。 比

利时提议，此句改写如下：“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使其国际责任受到正式质疑的

国际不法行为而受的损害”。这样澄清，使各国能够诉诸严格外交保护框架以外

的非正式程序。 

 

  第 2 条草案——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欢迎委员会将外交保护说成是国家没有义务行使的一项国家权利。

我们同意，每一个国家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对如何甚至是否行使外交保

护权保留酌处权。没有义务行使这一点也在第 2、3 和 8 条草案的评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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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国籍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 3 条草案——国籍国的保护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 3 条草案重申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即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是受伤害

人的国籍国。但联合王国不同意第 3(2)条中的规则例外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这点

在第 8 条得到进一步讨论。 

 (见第 2 条草案评注) 

  第二章. 自然人 
 

  第 4 条草案——自然人的国籍国 
 

  比利时 
 

 比利时认为，条款草案不要求拥有求偿国的有效国籍，虽然根据第 7 条草案，

若对国籍国提出求偿，求偿国国籍必须优先于被告国国籍。比利时注意到这方面

的进展，特别是诺特鲍姆案中的判决，但担心 “国籍选购” 增加 。为尽量降

低这一风险，评注可提及在没有真正国籍联系的情况下，被告国有权对行使外交

保护提出挑战，但有一项理解，求偿国负有举证责任。 

 (见第 7 条草案评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 4 条草案内载普遍接受的国际法中赋予国籍的依据。我们同意第 4 条草案

的含义，即国籍国负有主要责任，按本国国内法决定视哪些个人为国民。我国的

国际索偿适用规则 (见附录)要求，受害方必须是联合王国国民，联合王国才能

代表他或她提出求偿。但是，我们不另外要求求偿人与国籍国之间存在“有效联

系”。我们支持委员会的结论，即国际法院在诺特鲍姆案中没打算确定一项普遍

适用的规则，有效或真正联系的要求在其它情况下不一定适用。 

  第 5 条草案——持续的国籍 
 

  比利时 
 

 关于第 1 款,具体地说，是否必须在受害和提出求偿之间保持国籍这一的未

决问题，比利时认为，缺乏连续国籍对行使外交保护权没有任何影响，条件是受

损害时有该国国籍，求偿时（也）有该国国籍。 

 此外，比利时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提及国家继承与外交保护之间关系的问题，

就连第 5 和 7 条草案的评注也未提及。应讨论两种情况： 



 

6 
 

A/CN.4/561/Add.1  

 (a) 被继承国希望对一个非自愿获得继承国国籍，但未丧失被继承国国籍的

国民行使外交保护，条件是被继承国国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b) 继承国希望对一个非自愿保留被继承国国籍的国民行使外交保护，条件

是继承国国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 5 条第 1款草案符合习惯国际法，因为要求求偿人在受害日和提出求偿日

是国民。联合王国的索偿规则(见附件)要求，求偿人从受害日到提出求偿日一直

是国民；不过，实践中只需证明在受害日和求偿日具有国籍。 

 第 5 条第 2款草案将改变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定。我国的索偿规则（见附录）

允许联合王国接受在受害之日后不再是或成为国民者的求偿。联合王国若决定在

这种情况下提出求偿，一般只会与前后国籍国一起提出。联合王国认为，必须维

护求偿的连续国籍规则，以防求偿人将国籍改为更可能代表他或她提出求偿的国

家的国籍。所以，我们欢迎在第 5条第 2 款草案中，作为防止未来求偿人可能操

纵索偿规则的必要条件，纳入丧失国籍和为与求偿无关的原因获得国籍的要求。 

  第 6 条草案——多重国籍和针对第三国的求偿 
 

  比利时 
 

 （见第 4 和第 7 条草案评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 6 条草案规定，在存在双重国籍的情况下，其中任一国籍国都可对除另一

国籍国以外的任一国家行使外交保护权。这项规定可以超出现行习惯国际法的范

围。联合王国可以受理任何具有双重国籍的个人的求偿，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比

较妥当的办法是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国籍国共同受理，或完全由另一国籍国受理。

拟议的规则有别于我们的条约义务，包括《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海牙公

约》
1
 第 5 条，该条款允许与该个人关系最密切的国家提出求偿。尽管没有说明

我们将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外交保护，联合王国通常只对一个持有联合王国颁布的

旅行证件在第三国旅行的双重国籍者提供领事保护。 

  第 7 条草案——多重国籍和针对国籍国的求偿 
 

  比利时 
 

 比利时认为，单是提供正当取得的证明不能满足主要国籍的要求，而关于条

款草案的评注似乎建议考虑这一点。该评注提及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做法，而该

委员会是安全理事会设立的，目的是对因伊拉克占领科威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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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比利时认为，委员会的做法合情合理，但是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考虑不全盘

适用于外交保护。因此提到这种做法似乎不妥。 

 （见第 4 和第 5 条草案评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 7 条草案阐明了一项国际法一般规则，即一个国家不支持一个具有双重国

籍的人对另一个国籍国的求偿。如果被告国是第二个国籍国，联合王国政府通常

不受理一个国民的求偿要求。但在例外情况下，政府也可以受理一个人对另一国

籍国提出的求偿，条件是被告国在导致损害的情况下，把这个人当作联合王国国

民。但我们认为，第 7条草案所列对“主要国籍”进行检验的说法需要进一步澄

清。 

  第 8 条草案——无国籍人和难民 
 

  比利时 
 

 比利时认为，“难民”的概念应具备国际法赋予它的含义。 

 关于第 3 款，根据对第 1 条草案的评论意见，比利时认为，倘若要保留对外

交保护的广义解释，该款就应当删除，以便对难民的国籍国提出某些非正式的补

救要求。否则，第 3 款即对居住国的难民和该国国民造成不当区分。此外，被要

求提供保护的国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给予保护。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关于第 8 条草案，我们认为，保护无国籍人和难民不属于现行国际法所理解

的外交保护范畴。联合王国认为，第 8 条草案的规定属于拟议法。联合王国是否

愿意以人道主义为理由代表无国籍人或难民破例进行交涉或采取其他行动将取

决于案情并由其自行决定，但严格地说这不属于行使外交保护。无论如何，任何

这种交涉并不肯定也不表明某人拥有联合王国难民或国民的地位，或可能被给予

这种地位。 

 （见第 2、第 3 和第 15 条评注） 

  第三章. 法人 
 

  第 9 条草案——公司的国籍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9条草案似乎为代表公司行使外交保护提出了一个新要求：除公司地点外，

还要有另一个相关因素存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这项要求。国际法院对巴塞罗那

电车公司案的裁决是，习惯国际法不要求国家在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时，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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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间必须存在“真正的联系”。此外，联合王国也认为，国际法院在“诺特

鲍姆”案件中就自然人提出的“真正的联系”概念不适用于对公司实行外交保护

范畴。联合王国在决定是否行使外交保护权时，可能会审议该公司与联合王国是

否具有真实和实质性关系。这是一个政策问题，不是任何法律规定的结果。 

  第 10 条草案——公司的持续国籍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根据第 10 条草案第 2 款和第 11 条草案（a）项的规定，关于在公司停止存

在情况下提供保护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对视公司是否因伤害而停止存

在来决定是否行使保护的国家加以区分。总的说来，在公司因任何原因停止存在

的情况下，成立地国可能没有多少保护非本国国民股东的资本的动力，而股东们

的国籍所在国通常出于重要的利益关系必须这样做。 

  第 11 条草案——保护股东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总的说来支持规范保护公司股东的第 11 和第 12 条草案。在巴塞罗

那电车公司案中，多数人法官的看法是，国际法承认，股东的国籍国不拥有单独

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这项一般规则有两个例外：第一是在公司倒闭时，第二是在

成立地国自己造成伤害时。 

 第 11 条草案预料，多国籍股东的存在可能会引发多重求偿要求，这样就会

有好几个国家有权行使外交保护。在联合王国有权提出这种求偿时，在实践中，

而不是由于法律规定，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寻求与其他国家联手提出。我们也尽量

避免提出交涉，除非那些持有大部分股份资本的国民的国家支持联合王国提出交

涉。总的说来，我们敦促委员会慎重周密地考虑涉及多重求偿的情况，包括需要

协调求偿的情况。 

 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决定只适用于以股份作为资本的责任有限公司。根

据国际法院的这一明确意图，第 11 条草案限制适用于公司股东的利益。应当考

虑公司投资者、而不是股东的利益，例如债券持有人、被提名者和受托管理人。

我们的“索偿规则”（见附件）允许联合王国在其国民在一个公司具有利益的情

况下进行干预，不论是作为股东还是其他身份。 

  (a)项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们已经提到，联合王国也认为，在公司停业的情况下，股东的国籍国可以

代表股东进行干预。我们担心的是，规定求偿与公司停业理由无关这一要求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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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收缩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所承认的例外情况股东国籍国的权利不应取决

于公司为何以及如何停止存在的情况。 

 （见第 10 条草案评注） 

  (b)项 

  比利时 

 

 对向股东提供外交保护强制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即根据对造成损害负责的国

家的法律组建公司是在该国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比利时认为，这个条件不

符合习惯国际法的规则，因此应予以取消。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认为，无论在成立地国成立公司的理由为何，都应允许股东国籍国

行使保护权。例如，我国的《索偿规则》（见附件）规定，在联合王国国民为位

于其他地方的一个公司的股东时，成立地国损害了公司，联合王国就可以干预以

保护联合王国股东的利益。我们因此认为，第 11 条草案（b）项的限制不当。 

  第 12 条草案——对股东的直接损害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见第 11 条草案评注） 

  第 13 条草案——其他法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们认为该条提议发展同外交保护有关的法律，因为公认的习惯国际法原则

目前限于考虑公司的国籍。在联合王国法律制度内很多实体形式目前未被视为具

有单独的法人身份。联合王国以往的做法，至少是在公司、伙伴关系和协会中都

是以创建法人实体的个人或伙伴的国籍为依据的。联合王国支持澄清这个领域的

法律，认为在评注中做进一步的澄清也许会有帮助。 

  第三部分. 当地救济 
 

  第 15 条草案——求偿的类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们支持采用主要要素检验方法，因为我们同意应该把重点放在所受损害的

性质上。但是，如果第 15 条草案指的是第 8 条草案规定的代表非本国国民提出

的求偿，则我们重申先前对该条的评语，即习惯国际法中并没有代表非本国国民

提出求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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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条草案——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 
 

  (a)项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第 16 条草案（a）项进一步阐述了“有效”救济的概念，委员会在试图得出

无效救济的妥善公式。委员会在选择“有效补救的合理可能性”这一概念时，发

展了现有原则。我们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是，只要事实证明索赔人向高级法院提出

上诉不会有结果的话，则索赔人无须上诉。同样，在没有司法程序可用的国家，

索赔人也无须用尽其司法程序。联合王国还认为，在用尽当地救济的过程中阻挠

或歧视索赔人可相当于使索赔人无法得到公道，因此联合王国保留为属于我国国

民的索赔人进行干预的权利，以确保纠正这种不公。除了这些意见以外，我们基

本上支持委员会在外交保护这一领域的进展。 

  (b)项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们支持以第 16 条草案(b)项编纂目前对不当拖延的规定。 

  (c)项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认为，第 16 条草案(c)项是拟议逐渐发展现有的习惯国际法，目前

尚无必要对自愿联系或领土联系或艰苦条件作出规定。我们建议有必要作出进一

步的说明，特别是对要求的‘相关联系’作出说明。 

  (d)项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有必要进一步审议第 16 条草案(d)项对放弃用尽当地救济要求所作的规定。

放弃习惯国际法如此重要的一条规定应该明示；允许暗示放弃但不明确表示这样

做的意图，有违国际法目前的立场。必须严格阐述所采用的有关放弃的规定，因

为该规定除了保护放弃要求的国家的利益外，还保护其他利益。委员会还不妨考

虑，如有明确的用尽当地救济的条约义务，究竟是否还有放弃的可能。 

  第四部分. 杂项规定 
 

  第 17 条草案——外交保护以外的行动或程序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们支持第 17 条草案，只要该条保护人权和其他文书规定的现有权利和习

惯国际法的原则。我们建议进一步考虑其他论坛提出的若干求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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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18 条草案评注） 

  第 18 条草案——特别条约条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同意把第 18 条草案放在条款草案的末尾，认为此种调整改进了前

几个版本。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评注中说明第18条草案和第17条草案之间的关系，

后者也可能适用于投资条约。 

  第 19 条草案——船员 
 

  比利时 
 

 比利时认为，作为逐步演变发展的进程的一部分，并考虑到空运的增长和机

组人员日益具有多国籍性质，有必要扩大此项规定的范围，使其包括飞机机组人

员。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对第 19 条草案的修正反映了对“塞加号”一案的裁定。我们同委员会一样，

承认存在支持船旗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求偿的实际考虑。如果因为

本条款可能需引伸现有的习惯国际法而产生争议，则我们认为可以从关于外交保

护的现有条款草案中省去该条，因为它并不涉及行使国际法目前意义上的外交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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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国际索赔适用规则》 
 

  1. 规则基础 
 

 联合王国的规则和评语刊登在几个出版物中，例如《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

第 37 卷（1988 年）第 1006-8 页。这些规则均以习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为基础。 

 有时即便在严格适用下列规则会阻止提出正式索赔要求的情况下，也可允许

和应当作非正式的陈述。 

 这些规则并不涉及国家的什么行为是违背国际法并应承担责任这一较为复

杂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第 4 章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2. 关于索赔人国籍的规则 
 

规则一 

 除非索赔人是联合王国的国民，并在受损害之日亦为国民，否则英国政府将

不受理索赔要求。 

评语 

 国际法规定，索赔人在损害发生时及其后直到正式提出索赔要求时，均须为

提出索赔要求国国民，索赔要求才能得到认可。但是，在实践上，历来只须在受

到损害之日和提出索赔要求之日证明国籍就已足够（见“索赔的国籍：英国惯例”， 

I. M. Sinclair：（1950 年）《英国国际法年鉴》第二十七卷，第 125 至 144 页）。 

 “英国国民”一词包括： 

 (a) 根据 1981 年的《英国国籍法案》凡属以下几类人员者皆为英国国民（或

根据早先的立法可归入相应类别者）： 

 ㈠ 英国公民 

 ㈡ 英国附属领土公民 

 ㈢ 英国（海外）侨民 

 ㈣ 英国海外公民 

 ㈤ 《法案》第四部分中的英国臣民 

 ㈥ 英国保护的人 

 (b) 按照联合王国法律或联合王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领土法律组成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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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二 

 如果索赔人在损害发生之日之后成为或不再是联合王国国民，英国政府可在

适当情况下，与其先前或嗣后的国籍国协同提出其索赔要求。 

规则三 

 如索赔者是双重国籍者，英国政府可为其提出索赔要求（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由英国政府与有权提出索赔要求的其他政府共同提出可能是适当的）。如果被告

国是[持有双重国籍者的]联合王国国民的第二国籍国，英国政府一般不受理其作

为联合王国国民提出的索赔要求；但如果被告国在造成损害时将索赔者作为联合

王国国民对待，则可受理其要求。 

规则四 

 英国政府可受理按照联合王国法律或英国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领土法律创

建和管理的公司的索赔。 

评语： 

 这条规则所基于的原则是，法人（例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区别于成员

的法人资格的其他协会）的国籍是依其法律正式创立、规定法人的组成以及依其

法律可结束或解散的国家的国籍。国际法院在 1970 年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比

利时诉西班牙）中肯定了这一原则。有些国家采用不同的测试法确定公司的国籍：

总部所在地(公司所在地)或有效控制所在地(作此确定时可考虑多数股东所在地

以及董事所在地)。但国际法院说，在关于“真正联系”的测试法中没有一种得

到国际公认。 

 英国政府在确定是否行使保护权时，可能考虑该公司是否在实际上与联合王

国有真正的实质性联系。（Mervyn Jones 的文章“Claims on behalf of British 

shareholders in companies having non-British nationality”进一步讨论了

这一问题和规则四至六产生的其他几点事项，Library Memo 17793，载于 AN 

4046/91/26/1948。） 

规则五 

 如果联合王国国民在在另一国家成立的公司中作为股东或以其它身份拥有

权益，而第三国的行为使公司蒙受损害，则英国政府通常只与公司成立国的政府

一起提出索赔要求。在特殊情况下，如公司停业，或许会独立进行干预。 

规则六 

 如果联合王国国民在在另一国家成立故享有国民待遇的的公司中作为股东

或以其它身份拥有权益，而成立国使公司蒙受损害，则英国政府可以进行干预，

保护联合王国国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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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 

 在有些情况下，公司成立地国对该公司并不拥有首要国家利益。一个公司可

以出于法律或经济上的利益依照某一国家的法律成立，可是另一国的国民拥有几

乎所有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成立地国可能无甚兴趣保护公司，而拥有

资本的国民的国籍国却对此兴趣浓厚。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一案中否决

了在外国的股东的国籍国根据习惯国际法享有行使外交保护的固有权利。但是，

法院多数法官在规则五和规则六所述的两个案例中承认保护股东权的存在（在一

个案例中，所涉公司已停业，而在另一个案例中，公司成立地国（虽然理论上是

该公司的法律保护人）本身使公司蒙受损害）。 

 如果某家外国公司的资本由几个国家其中包括联合王国的国民拥有不等份

额，则英国政府通常不提出申述，除非拥有多数资本的国民的国籍国支持他们提

出申述。 

规则七 

 英国政府对联合王国国民向另一国提出的索赔要求通常不予接办及正式支

持，除非当事人用尽该国国内可以利用的所有法律补救办法。 

评语： 

 如能明确证明，据该案的情况，向国内上级法庭提出上诉不会有任何作用，

则未用尽任何当地补救办法这一点将不妨碍提出索赔要求。如该国并无任何司法

办法可供利用，则索赔人对另一国提出的索赔要求也不需要用尽司法办法。 

规则八 

 索赔人在用尽国内一切补救办法过程中如受到歧视或阻挠使其无法得到司

法公正，则英国政府可代表他进行干预，以确保纠正司法不公。 

规则九 

 如果在提出索赔申述方面有不当拖延，则英国政府将不予受理，除非延误是

索赔人无法控制的原因所致，但无时限规定，取决于公平而非法律上的定义。 

  3. 与条约规定的补救办法有关的规则 

规则十 

 如果条约中的明确规定与规则一至九中的一条或多条不相一致，则在不一致

的地方以条约规定为主。如果模棱两可，则根据这些规则和国际法的其他规则阐

述条约或国际协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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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移交求偿的规则 

规则十一 

 如果索赔人已于其本人或财产受到损害之日起死亡，其私人代表可以设法为

其遗产争取损害补救或赔偿。这种索赔不得与死者遗属为其死亡索取损害赔偿混

为一谈。 

评语： 

 如果该私人代表与原索赔人属于不同的国籍，可比照已经变更国籍的单独一

个索赔人的情况，适用上列各条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