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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02 年 4 月 29 日至 6 月 7 日和  

  7 月 22 日至 8 月 16 日，日内瓦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草案  

导   言  

 1.  在过去五年里，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将“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

险”这一专题列为可能适合进一步研究的专题。格哈德·哈夫纳先生受托就此专题

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以确定将此专题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的可能性。  

 2.  在审议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1 之后，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0 年 )决定

将此专题列入其长期方案中。哈夫纳先生所作的研究随后成为新选出的第五十四

届委员会(2002 年)对此专题进行审议的出发点。  

                                                 
1 格哈德·哈夫纳，“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

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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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由布鲁诺·辛马先生主持的国际法不成体系

问题研究组。2 在本届会议前半期，研究组在 2002 年 5 月 29 日、2002 年 6 月 4

日、2002 年 7 月 30 和 31 日举行了四次会议。本报告概述了头两次会议的讨论情

况(第一部分 )，包括概述了在研究组会议上提出的与委员会的职责和关于此问题的

工作可能出现的结果有关的实际建议。第二部分载有研究组的建议。  

一、讨论情况概述 

A.  对开展此项专题研究的支持  

 4.  研究组所审议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 (意指国际法的扩展

和多样化的后果 )是否适合由委员会来进行研究。虽然此专题的可能范围以及委员

会工作的可能最后结果的内容和形式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至少在一开始时

是这样，但研究组几乎所有成员都坚决赞同研究这一问题。委员们的一般感觉

是，对此专题进一步加以研究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委员会可以提供有意义的指导

意见的领域，至少就该问题的各具体方面而言是这样。  

 5.  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一专题从性质上讲是很不相同的。3 然而这一

专题的独特性并没有减弱对委员会审议此专题的广泛支持。  

 6.  人们一致认为，不成体系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有的委员表示，国际法本来

就是一个不成体系的世界的法律。另一些委员进一步指出，不成体系问题的加重

也是国际法不断扩大的自然结果。因此研究组认为委员会不应把不成体系问题视

为一个新现象，那样做会使人忽视国际法迄今为止所发展出的解决不成体系引起

的问题的现有机制。  

                                                 
2 研究组的成员是：阿多、布朗利、坎迪奥蒂、杜加尔德、埃斯卡拉梅亚、加

亚、加利茨基、卡姆托、卡特卡、科斯肯涅米、曼斯菲尔德、蒙塔兹、尼豪斯、庞布—

齐文达、佩莱、拉奥、罗森斯托克、塞普尔维达、托姆卡、薛捍勤、山田、库兹涅佐夫

(当然成员)。 
3 委员会 2000 年报告称此专题“与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审议的其他专题不一样”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第 7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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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研究组还认为有必要强调不成体系的积极方面。例如不成体系可以视为国

际法富有活力的表现。还有委员提到，规则、制度和机构的增多有可能加强国际

法。有的委员提请注意如下事实：国际法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原先未由国际法处理

的领域现在正得到处理。同样，国际法中多种声音的增加以及多中心体系的出现

也是有好处的。  

B.  程序性问题  

 8.  对于程序性问题，有的委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此专题是否在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内？显然，多数委员认为这一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委员会是否须征求第六委

员会的同意才能处理这一专题倒是一个问题，但委员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第六

委员会的必要支持是可以得到的。  

C.  适当的标题  

 9.  研究组的一般感觉是哈夫纳报告的标题“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不

够好，因为用“不成体系”一词来表述这种现象，是过于消极的说法。研究组认

为，不成体系一词含有下述意思，即国际法扩展到新的领域产生了某些不好的后

果。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目的应是克服这些不好的后果。  

D.  方法和工作形式  

 10.  在方法问题上，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广泛的专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想

法。一致意见是，此问题不适合以传统的条款草案形式来进行编纂工作。  

 11.  提出的处理此专题的一种办法是侧重于具体的问题领域或主题。沿着这

一思路，有的委员建议委员会应查明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国际法规则的某些领域，

并在可能时拟订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还有的提到委员会应采取更为描述性的方

法，将工作的范围限定于评估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严重程度。  

 12.  与此大为不同的是，有的委员提议采取更为解释性的做法，而在这一阶

段不一定有必要明确制订方法。据认为这种做法符合这一专题的独特性，因此，

允许方法不断演变可能是最为适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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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研究组查明了不适合委员会进行研究的好几个领域。有的委员说，对这

一问题，可用不同的方式从概念上思考。  

 14.  研究组的一项一致意见是，委员会不应处理国际司法机构的创立及其相

互关系的问题。然而研究组认为，鉴于不同的司法机构可能在相同或相似的国际

法规则的适用上有差异，那么此种差异所产生的问题是应该处理的。  

 15.  另一项一致意见是，与国内法律体系进行类比是不适当的。据认为，这

种类比引入了等级概念，而国际法中是没有这种等级概念的，也不应该加上这种

等级概念。有的委员提到，国际法中不存在经过认真制定并具有权威性的价值等

级，例如不存在人权与环境孰重孰轻的问题。此外，也不存在一个能够解决冲突

的代表体系上等级的最终机构。  

 16.  委员们承认，委员会不应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相互冲突的规则方

面担任裁判的角色。另一方面，据认为委员会可以处理此类机构之间的沟通问

题，从而发挥有益的作用。  

 17.  有的委员建议，委员会应组织一个研讨会，以讨论不成体系问题，委员

会在这种研讨会中可以发挥参加者或主持者的作用。研讨会的目的是全面地了解

各国的实践，并为开展对话和实现可能的统一提供一个论坛。根据另一项建议，

研讨会应在委员会每年届会开始时举行。研究组认为，这种作用是符合《国际法

委员会章程》第三章的。另一项建议是，就委员会便利协调的作用而言，应超出

举行研讨会的想法。据设想，可以进行更为制度化的定期会议。有的委员指出，

现在已经存在着类似做法，例如在联合国举行的人权条约机构负责人会议和各国

法律顾问年度会议。  

E.  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可能结果的建议  

 18.  一项建议是，有必要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对现有的协调机制例如上文第

17 段中提到的那些协调机制进行调查。  

 19.  研究组多数成员的意见是，委员会工作的最后结果应是一个研究报告，

尽管对任何这种报告的具体形式或范围尚无任何一致意见。委员会将据此作出决

定，以采取适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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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组的建议 

 20.  根据研究组对本专题的标题进行的讨论 (见上文第 9 段 )，研究组建议将

标题改为“国际法的多样化引起的困难”。  

 21.  研究组建议，应就本专题的各个具体方面开展一系列研究，然后将研究

报告交由委员会审议并由它采取适当行动。这些研究的目的是协助国际法官和法

律从业人员应付国际法多样化的后果。在这方面，除其他外，下列题目可以列为

研究的内容：  

(a) “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与“自足的制度”问题；  

(b) 在谈论国际法的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当代关注” (海虾产品案  4)

时依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c)项)对条约进行解释的问题；  

(c)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0

条)；  

(d) 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41

条)；  

(e) 条约法的等级：绝对法、普遍性义务、作为解决冲突规则的《联合国

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这三者的关系。  

在选择拟研究的题目时，须参照委员会原先所做的工作，例如参照委员会在条约

法或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领域的工作。这样，类似于目前围绕对多边条约

的保留问题所采取的研究办法，这些研究将以原先的案文作为基础，然后进一步

发展。所做工作的目的应是提供一种可称作“工具箱”的东西，以求协助解决现

有法律准则和制度不一致和相互冲突所引起的实际问题。  

 22.  建议作为第一步，研究组主席先就“‘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与

‘自足的制度’问题”开展研究。  

 
--  --  --  --  -- 

                                                 
4 美国禁止进口某些海虾和海虾产品案，世贸组织上诉机构，1998 年，案件编号

AB-1998-4(文件WT/DS58/AB/R)，第 129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