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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第七十三年 

议程项目 113(c) 

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选举五名国际法院法官 

  选举一名国际法院法官：候选人简历 

  秘书长的说明 

1. 秘书长谨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国家集团所提候选人的简历(见附件)，以

供进行选举填补国际法院因小和田恒法官(日本)辞职而出现的一个空缺。提名名

单载于秘书长的另一份说明(A/72/873-S/2018/488)。国际法院的组成以及大会和

安理会应遵循的表决程序载于秘书长的备忘录(A/72/872-S/2018/487)。 

2. 候选人姓名与国籍如下： 

 岩泽雄司(Yuji Iwasawa)(日本)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重发。 

https://undocs.org/ch/A/72/873-S/2018/488
https://undocs.org/ch/A/72/872-S/201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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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简历*  

  岩泽雄司(Yuji Iwasawa)(日本)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个人信息 

 出生日期：1954 年 6 月 4 日 

教育 

 1973-1977 年  日本东京东京大学法学部(1977 年，法学士) 

 1977-1978 年  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法学院(1978 年，法学硕士) 

 1984-1986 年  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1997 年，法学博士) 

工作 

 1977-1981 年  东京大学法学部研究助理 

 1982-1996 年  大阪市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96-1997 年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1997-2005 年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2005 年至今  东京大学法学部国际法教授 

  

 * 简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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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部分) 

现任： 

2017 年起，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席(2007 年起，

成员；2009-2011 年，主席；2011-2013 年和 2015-2017 年，副主席；2013-2015 年，

《意见》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 

2016 年起，日本国际法学会会长(2014-2016 年，研究企画部长；2012-2014 年，

国际项目部长) 

2016 年起，伦敦国际法协会副主席 

2015 年起，国际法学会协理会员 

1996 年起，入选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组成员指示性名单 

2002 年起，入选能源宪章争端解决名册 

2011 年起，日本学术会议成员 

2014 年起，有斐阁年刊《国际法文献》(日文)主编 

2001 年起，马丁内斯·尼哈夫出版社《从日本视角看国际法》系列丛书总编 

2013 年起，《东京国际法评论》(日文)共同主编 

1997 年起，《国际经济法杂志》编辑 

2002 年起，《中国国际法论刊》编辑 

2006 年起，《印度国际经济法学刊》编辑 

2012 年起，《人权与环境论刊》编辑 

2015 年起，《国际贸易法季评》编辑 

曾任： 

2004-2013 年，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法官(2010-2013 年，副庭长) 

2002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讲座主讲人 

2002-2004 年，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 

2003-2008 年，常设专家组成员(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1997-2006 年，洛桑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 

1995-2004 年，国际法协会国际人权法与实践委员会报告员 

惠灵顿(2006 年)、阿尔伯塔(2008 年)、神户(2010 年)、伯克利(2012 年)和堪培拉

(2014 年)，国际法四学会(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会议组织人兼

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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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1994 年)、亚特兰大(1996 年)和渥太华(2000 年)，三边国际法学会(日本、加

拿大、美国)会议协调人兼编辑 

2005-2007 年，日本法务省难民审查参与员 

1991-1993 年、1997 年和 2000-2001 年，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

问研究员 

2000-2001 年，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研究员 

2014 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2015-2016 年，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7 年，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艾尔顿·D·福特讲座国际商法主讲人 

专长和研究方向 

专长：国际公法 

研究方向：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争端解决；国际人权法；国际经济法；

管辖豁免；国家责任 

专业会员资格 

日本国际法学会(代表理事；理事会成员；前研究企画部长；前国际项目部长) 

国际法协会(副主席；国际人权法与实践委员会成员及前报告员；国内法院适用国

际法原则研究组成员；国际法协会未来前景委员会前成员；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前

成员) 

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理事会成员；国际货币法国家委员会成员；前企画主任) 

亚洲国际法学会日本分会(理事会成员) 

日本国际人权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日本国际经济法协会(理事会成员；前企画主任) 

日本世界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日本性别与法律协会 

美国国际法学会(人权兴趣小组成员；国际经济法兴趣小组成员；国际法和国内法

院兴趣小组成员) 

  专业活动(部分) 

在雅典、剑桥、哥伦比亚、杜克、埃德蒙顿、法兰克福、香港、卢森堡、名古屋、

牛津、巴黎、萨尔布吕肯、筑波、弗吉尼亚、早稻田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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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尔尼、比勒菲尔德、剑桥、堪培拉、香港、京都、伦敦、里昂、纽约、罗马、

锡耶纳、新加坡、台北、海牙、东京、图尔库、温哥华、华盛顿特区和惠灵顿等

地举行的多次国际大会和会议上宣读论文 

1983 年 10 月，第十六届安达峰一郎纪念奖 

1983-1995 年，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跨国公司所涉法律问题研究组成员 

1987 年 10 月，在日本国际法学会半年度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0 年 11 月和 1991 年 6 月，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举行的第三届比勒费尔德国

际经济法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0-1991 年，公平贸易中心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案件研究组成员 

1991-1997 年，信托 90 基金会国际金融和贸易法研究组成员 

1991 年 10 月-1993 年 9 月，剑桥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1992 年 2 月，在剑桥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宣读论文 

1993 年 6 月，在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组织的国际人权法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3 年 9 月，在伦敦公共法律教育者协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4 年 7 月，在东京首次三边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并担任《会议论文集》共同编辑 

1994-1995 年和 1996-1997 年，公平贸易中心争端解决研究组成员 

1994-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1994-1997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企画委员会成员 

1994 年 11 月，在日本国际经济法协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5 年 4 月，在公平贸易中心于东京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和日本的角色国际研

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5-2004 年，国际法协会国际人权法和实践委员会报告员 

1995 年 6 月，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组织的关于实施乌拉圭回合的国际会议上

宣读论文 

1996 年 3 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第二次三边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6 年 6 月，在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组织的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6 年 7 月，设在香港的杜克大学亚州-美洲跨国法律研究所教师 

1996-2000 年，公平贸易中心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案件研究组成员 

1996-2000 年，公平贸易中心世贸组织申诉案件研究组成员 

1997-2009 年，东京海上研究所企业国际化研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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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3 月-1997 年 10 月，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1997 年 3 月，在剑桥举行的联合国人权条约系统未来前景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7 年 4 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国际法学会第九十一届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7 年 5 月-7 月，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日内瓦召开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

担任委员会日本成员山田中正先生的学术顾问 

1997 年 9 月，为提交给剑桥大学的一份哲学硕士论文担任外部评审人 

1997 年 9 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日本国际法学会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7-1998 年，外务省国家责任特设研究组主席 

1997-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1997-2000 年，《国际法外交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1997 年 11 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国际人权法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8 年 10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区域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8 年 11 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争端解决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2 月，在外务省于东京举行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和日本商业研讨会上宣

读论文 

1999 年 3 月，在里昂举行的 1999 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论坛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3 月，在东京举行的成蹊大学 50 周年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4 月-2000 年 3 月，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部主任 

1999 年 7 月，在东京举行的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7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于纽约组织的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9-2000 年，公平贸易中心贸易壁垒投诉程序研究组主席 

1999-2000 年，外务省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组主席 

2000-2002 年，外务省世贸组织判例法研究组主席 

2000 年 3 月，在日本外务省等单位于东京组织的东京第二届日本商业和世界贸

易组织争端解决会议上宣读论文 

2000 年 8 月-2001 年 8 月，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2000 年 10 月，参加在渥太华举行的第三次三边研讨会，担任《会议论文集》共

同编辑 

2001 年 3 月，在牛津大学法学院宣读论文 

2001 年 3 月，在国际法协会英国分会于伦敦举行的会议上宣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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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成员 

2001 年 8 月，在伯尔尼举行的“世界贸易论坛：贸易与人权”上宣读论文 

2002-2004 年，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2002-2003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代理司库 

2002 年 7 月，在海牙国际法学院以“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为题举办讲座 

2002 年至今，有斐阁年刊《国际法文献》编辑 

2003 年 4 月，在东京举行的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年会上宣读论文 

2003 年至今，日本体育仲裁机构仲裁员 

2003 年至今，日本国际经济法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2003 年至今，日本国际人权法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2003-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国际项目代理部长 

2004-2013 年，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法官 

2004 年 11 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2004-2006 年，日本国际经济法学会企画主任 

2006 年至今，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理事会成员 

2006-2016 年，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企画主任 

2006 年 6 月，在惠灵顿举行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国际法学会第十四届会议上发表

主旨演讲 

2006 年至今，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理事会成员 

2008-2010 年，内阁府政府采购审查委员会成员 

2009-2011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席 

2009 年 11 月，联合国大学联合研究生课程(国际人权法)讲师 

2010-2013 年，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副庭长 

2010 年，在淡路(神户)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法四学会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 

2010 年 9 月，在纽约为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举办题为“国际义务多样性”的讲

座 

2011 年至今，日本世界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2011 年 6 月，在堪培拉作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国际法学会年会嘉宾进行主旨发言 

2011 年至今，日本学术会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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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日本外相外交讨论小组成员 

2012-2014 年，内阁府重新安置问题专家委员会难民事务部际会议主席 

2012 年至今，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2012-2014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国际项目部长 

2013 年 9 月，在国际法学会东京会议上宣读论文 

2013 年 10 月，在纽约法律顾问会议上宣读论文 

2014 年至今，有斐阁年刊《国际法文献》主编 

2014-2016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研究企画部长 

2014 年 7 月，在堪培拉举行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国际法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2015 年至今，美国法学会外交关系法重述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5 年起，国际法学会协理会员 

2015-2016 年，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16 年至今，日本国际法学会代表理事 

2016 年至今，伦敦国际法协会副主席 

2017 年至今，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席 

日本境外住校研究经历 

1977 年 8 月-1978 年 8 月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1984 年 8 月-1986 年 8 月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

法学博士) 

1991 年 10 月-1993 年 9 月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

问研究员) 

1997 年 3 月-1997 年 10 月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

问研究员) 

2000 年 8 月-2001 年 8 月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

问研究员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研究员) 

2015 年 8 月-2016 年 9 月 法国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

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语言 

日文(第一语言)；英文(流利)；法文(优秀)；德文(优秀)；中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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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出版物 

日文 

A. 书籍 

1. JŌYAKU NO KOKUNAI TEKIYŌ KANŌSEI: IWAYURU “SELF-

EXECUTING” NA JŌYAKU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 [DOMESTIC 

APPLICABILITY OF TREATIES: WHAT ARE “SELF-EXECUTING” 

TREATIES?].  Pp. ix, 341+47 (Tokyo: Yuhikaku, 1985). 

2. GAIKOKU KOKKA KOKUYŪ KIGYŌ TONO KOKUSAI TORIHIKI JŌNO 

MONDAITEN: KOKKA NO SAIBANKEN MENJO [TH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WITH FOREIGN STATES AND STATE 

ENTERPRISES: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STATES].  Pp. viii, 128 

(Tokyo: Sogo Kenkyu Kaihatsu Kik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1987). 

3. HYŌJUN KOKUSAI HŌ [STANDARD INTERNATIONAL LAW].  Pp.293-

325 (Hajime Terasawa et al. eds., Tokyo: Seirin Shoin, 1989) (Co-authored). 

4. 3 KOKUSAI HŌ SHIRYŌ SHŪ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Pp.54-177 (Yasuaki Onuma ed., 4th ed. Tokyo: Toshindo, 1988) (Co-authored). 

5. HYŌJUN KOKUSAI HŌ [STANDARD INTERNATIONAL LAW].  Pp.288-

316 (Hajime Terasawa et al. eds., New ed. Tokyo: Seirin Shoin, 1993) (Co-

authored). 

6. KEIZAI NO GURŌBARUKA TO HŌ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LAW] Pp.61-74, 210-224, 315-330 (Sogo Kaihatsu Kenkyu Kik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ed., Tokyo: Sanseido, 1994) (Co-

authored). 

7. WTO NO FUNSŌ SHORI [DISPUTE SETTLEMENT OF THE WTO]. Pp. xi, 

351 (Tokyo: Sanseido, 1995) (2d imp., 1996) (3d imp., 1997). 

8. KŌGI KOKUSAI HŌ [LECTURES ON INTERNATIONAL LAW].  Pp. xiv, 

519 (Co-edited with Akira Kotera and Akio Morita, Tokyo: Yuhikaku, 2004). 

9. KŌGI KOKUSAI HŌ [LECTURES ON INTERNATIONAL LAW].  Pp. xv, 568 

(Co-edited with Akira Kotera and Akio Morita, 2d ed. Tokyo: Yuhikaku, 2010). 

10. KOKUSAI JŌYAKU SHŪ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Editor-

in-Chief, published annually since 2016.  Tokyo: Yuhikaku). 

B. 论文 

1. Jōyaku no Kokunai Tekiyō Kanōsei: Iwayuru “Self-Executing” na Jōyaku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 [Domestic Applicability of Treaties: What Are “Self-
Executing” Treaties? (1) - (6), 99 HOGAKU KYOKAI ZASSHI 1835-1891 

(1982); 100 HOGAKU KYOKAI ZASSHI 133-186, 375-443, 556-625, 1951-

2023 (1983); 101 HOGAKU KYOKAI ZASSHI 421-491 (1984). 

2. Hito oyobi Jinmin no Kenri ni kansuru Afurika Kenshō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30 HOGAKU ZASSHI 262-27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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