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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6 月 3 日和 

7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日内瓦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 

  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结论草案和附件案文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识别和法律后果 

  第一部分 

导言 

  结论 1 

范围 

 本结论草案涉及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识别和法律后果。 

  结论 2 [3]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性质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反映并保护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这些规

范普遍适用，其等级高于国际法其他规则。 

  结论 3 [2]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定义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是指被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承认

为不容克减的规范，此类规范只能由嗣后具有相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加以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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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识别 

  结论 4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识别标准 

 要识别一项规范为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必须确定该规范符合以

下标准： 

 (a) 它是一般国际法规范；并且 

 (b) 被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承认为不容克减的规范，此类规范

只能由嗣后具有相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加以变更。 

  结论 5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基础 

 1. 习惯国际法是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最常见的基础。 

 2. 条约规定和一般法律原则也可作为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基

础。 

  结论 6 

接受和承认 

 1. 结论草案 4的(b)项中提到的“接受和承认”标准不同于接受和承认为一

般国际法规范的标准。 

 2. 要识别一项规范为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必须有证据表明该

规范被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承认为不容克减的规范，且只能由嗣后具

有相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加以变更。 

  结论 7 

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 

 1. 在识别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时，具有相关意义的是国家组成

之国际社会全体的接受和承认。 

 2. 识别一项规范为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需要具有代表性的绝大

多数国家接受和承认；不要求所有国家都接受和承认。 

 3. 其他行为体的立场虽可有助于提供背景和评估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

体的接受和承认，但这些立场本身不能构成此种接受和承认的一部分。 



A/CN.4/L.967 

GE.22-06991 3 

  结论 8 

接受和承认的证据 

 1. 表明一项一般国际法规范被接受和承认为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证据可

具有广泛多样的形式。 

 2. 证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国家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官方出版物；

政府的法律意见；外交信函；宪法规定；立法和行政行为；各国法院的判决；条

约规定；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其他国家行为。 

  结论 9 

确定一般国际法规范强制性的辅助手段 

 1.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决定，特别是国际法院的决定，是确定一般国际

法规范强制性的辅助手段。还可酌情考虑各国法院的判决。 

 2. 各国或国际组织设立的专家机构的工作成果和各国权威最高的公法学

家学说也可作为确定一般国际法规范强制性的辅助手段。 

  第三部分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法律后果 

  结论 10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条约 

 1. 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相抵触者无效。此种条

约的规定无法律效力。 

 2. 在不违反结论草案 11 第 2 段的前提下，如有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强行法)出现，与该项规范相抵触的任何现行条约即为无效并终止。条约缔约

方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解除。 

  结论 11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条约规定的可分离性 

 1. 条约如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则整体无效，条

约任何规定均不可分离。 

 2. 条约如与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则整体无效并终止，

除非： 

 (a)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规定就其适用而言，可与条约

的其余部分分离； 

 (b) 条约本身规定或通过其他方式确定，接受有关规定并非缔约方同意受

整个条约约束之必要基础；并且 

 (c) 该条约其余部分继续实施不致有失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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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12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条约无效和终止的后果 

 1. 因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而无效的条约的缔约

方有以下法律义务： 

 (a) 尽量消除依据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条约之任何规定

所实施的任何行为的后果；以及 

 (b) 使彼此关系符合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 

 2. 一项条约因出现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而终止，不影响缔

约方在该条约终止前因实施该条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条件是

此后这些权利、义务或情势的保持仅以与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不

相抵触为限。 

  结论 13 

对条约的保留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不具效果 

 1. 对反映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条约规定的保留不影响该强制

性规范的约束性，该规范应继续作为强制性规范适用。 

 2. 保留不得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方式排除或更改条约

的法律效力。 

  结论 14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1. 习惯国际法规则如与现有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则不

会形成。这不妨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由嗣后具有相同性质的一般国

际法规范加以变更的可能性。 

 2. 不具有强制性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如与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

法)抵触，则在抵触范围内停止存在。 

 3. 一贯反对者规则不适用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 

  结论 15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国家单方面行为所创设的义务 

 1. 表明有意接受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国际法义务约束

的国家单方面行为，不创设此种义务。 

 2. 国家单方面行为所创设的国际法义务如与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强行法)抵触，则在抵触范围内停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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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16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抵触的国际组织决议、决定或其他行

为所创设的义务 

 国际组织本应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决定或其他行为如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强行法)抵触，则在抵触范围内不创设国际法义务。 

  结论 17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作为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普遍

义务) 

 1.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产生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普遍

义务)，关乎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 

 2. 根据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规则，任何国家均有权援引另

一国对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责任。 

  结论 18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和解除不法性的情况 

 对于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所产生的义务的任何国家行为，不

得援引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规则所规定的任何解除不法性的情况。 

  结论 19 

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特定后果 

 1. 各国应进行合作，通过合法手段制止一国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强行法)所产生的义务的任何行为。 

 2. 任何国家均不得承认因一国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所

产生的义务而造成的状况为合法，也不得为维持这种状况提供援助或协助。 

 3. 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所产生的义务如涉及责任国严重或

系统性地不履行该义务，则为严重违反。 

 4. 本条结论草案不妨碍一国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所产生的

义务的任何行为可能依国际法引起的其他后果。 

  第四部分 

一般规定 

  结论 20 

解释和适用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相一致 

 在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似与另一国际法规则抵触的情况下，后者

的解释和适用应尽可能与前者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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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21 

建议的程序 

1. 一国如援引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作为一项国际法规则无效或终止

之理由，应将其主张通知其他有关国家。通知应以书面形式发出，并说明拟就有

关国际法规则采取的措施。 

2. 如其他有关国家在除特别紧急情况外不短于三个月的期间内无一表示反对，

则援引国可采取其所提议的措施。 

3. 然而，如任何有关国家表示反对，则有关国家应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三十

三条所述方法寻求解决。如在十二个月内未能达成解决办法，而表示反对的国家

提出将该事项提交国际法院或可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的某一其他程序，则在争

端解决之前，援引国不得采取其所提议的措施。 

4. 本条结论草案不妨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有关规

则或有关国家商定的其他适用的争端解决规定所载的程序。 

  结论 22 

不妨碍特定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可能引起的其他后果 

 本结论草案不妨碍特定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可能依国际法引起

的其他后果。 

  结论 23 

非详尽无遗的清单 

 在不妨碍其他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存在或嗣后出现的情况下，

本结论草案附件载有国际法委员会以前提到的具有这种地位的规范的非详尽无遗

清单。 

  附件 

(a) 禁止侵略； 

(b) 禁止灭绝种族； 

(c) 禁止危害人类罪； 

(d)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规则；  

(e) 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f) 禁止奴役； 

(g) 禁止酷刑； 

(h) 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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