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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国际法发展迅速
,

其主要特征是 : l
,

国际社会结构一一主要是国际法的主休
,

发生巨大变化
。

今天联合国已由五十一个创始会负国增长为一百五十二个会员国
,

其中亚
、

非
、

拉第三世界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
,
日益起到重大的作用

。
因此

,

现代国际法已走上一个

新的发展阶界
,

过去那种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乒迫弱小民族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了
,

帝国

主义
、

殖民主义操纵国际舞台的局面
, 已一去不复返了

,

人们正在建立真正休现国家独立
、

主权

平等的国际法律秩序
。 2

.

和平
、

民主
、

社会主义构成现代国际法的新内容
。

人民要革命
,

国家

要独立
,

民族要解放
,

已成为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
。

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的情况下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

互朔尊军领土主权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
、

平等互利和和伞共处
,

构

成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

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
。

占国标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
`

家和民族独立国家一致主张
:
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

,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 ; 坚持主权独
立

、

国家平等
、

民族自决
,

要求发展民嫉经济
,

促进
鲡

经济友好合作
,
建立薪的国际经济秩序

。

3
·

国际组织大量增加
。

随着国际交往乡联系的日益密切
,

成立了大量的国际组织
,

这不仅包括

着香遍性的国际政尹组织
, 、

例如联合国
,

而且包括奢在经济
、

社会
、

文化各方面的许多专门性

的国际机构
、

国际行政联盟
、

区域性国际组织 以及国家集团组织
。

这些国际组织机构在一定国

际事务领域内起着调整国际关系的重要作用
,

形成国际生活的中心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国际
`

组织的数量还在继续增长
。 4

,

国际经济迅速发展
。

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
,

国际贸易
,

信资关
系

,

经济援助
,

对外投资
,

技术转让
,

货物运输等得到迅速发展
,

甚至一些契约
、

票据的裕式
,

标
准合同

,

买卖期条件都要求统一
,

从而形成国际经济法
。

突出的是
,

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

义
、

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
,

要求开发本国自然资源
,

发展民族经济
,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株序
。

现代国际法已从调整旧的国际政治关系向着调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发展了
。 5

·

国际法产

生了许多新分支
。

近三十年来
,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

不断扩大人类活动的范围
。

一些旧的国际

法规范失掉意义
,

同时给国际法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
,

例如海洋法
、

空间法
、

环境法
、

核法

—裁减核
巍

、

禁止核武器
、

和乎利用原子能等
。

这些新领域构成国际法的新分支
,

随着这些新

分支的发展
,

现代国际法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
,

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了
。 6

.

国际法的有效

空间日益扩大
。

长期以来
,

国际法被认汤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国际法
,

但是
,

现在亚
、

非
、

拉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取得独立而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

因此
,

现代国际法已突破欧

洲
、

美洲的范围变为全球性的调整一切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
。

国际法的有效空间不仅扩展到
,

地球表面每个角落
,

而且随着人造卫星
、

宇宙飞船上天和海洋钻探技术的进步
,

其有效空间已

扩展到宇宙空间和深海洋底了
。

在这样的现代国际法鉴展的情势下卢际法的定义是什么
,

它具有什么性质
,

它的政治性
、



法律性
、

阶级性如何
,

等等
,

都需要认真加以考察
。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
。

不过要在学术上给国际法下一个科学定义

却比这个基本概念复杂得多
,

困难得多
。

当前在国际法学中流行着的至少有三种定义
: 一是

奥本海给国际法下的定 义
,

二是苏联有的学者给国际法下的定义
,

三是我国有的学者给国际法

下的定义
。

兹分别论述如下
:

1
,

以英国国际法权威奥本海为代表的观点
。

奥本海给国际法下的定义是
: “

万国公法或

国际法是一个名称
,

用以指文明国家认为在它们彼此交往上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和协定规则

的总体
” ① 。

这个定义告诉我们
: ( )l 国际法是国家的习惯和协定的行为规则

,

( 2 )国标法是国

家在互相交往当中调整彼此关系的行为规则
,

( 3 )国际法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
,

它是

必须遵守的
,

如不遵守
,

要受到一定的法律制裁
。

奥本海的国际法定义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

首先
,

它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定义
。

它只

讲国际法的法律形式
,

而不接触它的实质
。

`

仑只分析国际法成立的要件
,

什么行为规则
,

国家

之间互相交往关系
,

具有法律拘束力等
,

而不揭示法律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

他故意把国际法

打扮嗜超阶级
·

超政治的东西
,

而隐藏它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实质
。 其次

,

它没有反映国际法律

关系的特点
。

它虽然指出
,

国际法是在国家交往中的行为规贝临但是没有说明现代国际法调整

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斗争与合作的关系
。

而如果不阐明国际法的实质和特点
,

就不能

表示科学的国际法定义
,

正确指导国际实践
。

再其次
,

它带有西方的偏见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的色彩
,

它把国际法局限于所谓基督教文明国家
,

把世界上许多历史悠久
, 文化优秀的古老国

家排斥在外
,

对于亚
、

非
、

拉第三世界国家加以峡视
,

为帝国主义
、

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

制造理论根据
。

2
.

五十年代以来苏联一些学者给国际法下的定义是
: “
国际法是调整各国间在其斗争和合

作过程中的关系
,

旨在保证国家间的和平共处
,

表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茸志
,

并在必要时由

各国单独或集体所实施的强制措施加以维护的各种规范的总和
” ②

。 “
现代一般国际法是通过

国家间协议制定的
,

表现这些国家协调一致的意志
,

调整这些国家在斗争与合作过程中的关系
`

以保证两个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

并在必要时由各国单独或集体实施强制来加以保证的这样一

些规范的总和
” ⑧ 。 “

国际法是一个法律规范的特殊体系
,

这些规范调整国家和其他主体的相

互关系
,

表示国家的协同意志
,

并且通过它们的协议产生
,

由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努力
,

包括采用

强制手段
,

予以保障
” ④ 。

这些国际法定义总的来说比奥本海的定义的确是进了一步
,

它指出了国际法是调整国家

间斗争与合作的关系
,

它表示了国际法表现参与国际交往的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
,

并具体说明

国际法是由各国单独或集体采取强制措施来强制执行
。

但是
,

间题的要害是
,

它们强调国际法

的目的在于保证和平共处
,

它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现代国际法的政治基础
,

它们甚至称现代国际法为和平共处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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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国有的国际法学者给国际法下的定义是 : “
国际锌是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起来的

,
各

国公认的
,

`

表现 j叁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
,

在国际关系上对国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范
,

包括原则和制凌的总体
” 。

这一个国际法定义是比较全面的
。

它既表明了国际法的国际性 、 这就是国际法是调整国

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 ; 又表明字国际法的法律性
,

这就是
,

国际法是国家在国味关系上
对国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存为规范

;还表明了国际法的阶级性
,

这就是
,

国际法是表现参与国

际交往的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行为规范
。
另外

,

他还指出
:
国际法是一般对各国都具有拘

束力
,

而不是对少数国家具有拘束力 ; 国际法是在国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 ; 国际法是各国公认
的

,

参与国际安往的国家对其表示同意的行为规范
,

当然要遵守 ; 等等
。 、 “

这个定义的最大好处是消除了国际法的目的在于保证和平共处的观点
。

它包括着国际法

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

但是
,

它也有缺点
,

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缺点
:

亡)l 它在表示国际法调整国

家之间的关系上不够确切深人 6 它只说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
: 而没有阐

述现代国际法是调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以及三个世界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合作的关亲
。

在

当前国际关系中
,

在苏美两霸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展开尖锐复杂的斗争
,

这一点是现代国际法

的主要内容和本质
。

( 2 )它在表示国际法如何获得强制实施上不够具体明确
。

它只说国际法

具有法律拘束力
,

而没有说明国际法采取怎样的强制措施来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
,

也就是由国

家自己单独或集体采取强制措施保证执行` 这一点是国际法的特殊性质
,

是国际法依靠主体

自我保障实施的强制性的表现
。

在以上三种定义的基础上
,

拟提出一个新定义
,

这就是
:

国际法是国际交往中协议产生的
,

表示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协调的意志
,

由国家单独或集

体采取强制措施保证执行
,

各国公认的调整国家之间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

行为规范的总和
。

这个定义包含着下列几个基本因素
:

( )l 它表明国际法的本质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

它与调整个人与个人

或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国内法是不同的
。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

它所调整的不是别的
,

而是不

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合作的关系
,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与超级大国以及发达的国家

之间的斗争与合作的关系
。

这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的实质
。

( 2 ) 它表明国际法的法律性在于它具有法律拘束力
。

它与国际道德
、

国际礼让是根本不

同的
。

一般来说
,

国家对于它协议产生的行为规范总是自愿遵守的
,

但是
,

当发生破坏国际法

的时候
,

则主要依靠当事国家本身单独或集体采取强告蜡施来保障规范的实施
。

联合国宪章

第五十一条规定
,

`

联合国会员国具有
“

行使单独或集体 自卫之 自然权利
” 。

这是现代国际法的

强制性的具体表现
。

不过
,

在这一点上国际法又与依靠军队
、

警察
、
法底等政权机关强制实施

的国内法不同
,

国际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机关保证执行
,

国际法的法制机构不够健

全
,

它的强制性比较弱
。

这是国际法的显著的特性
。

( 3 ) 它表明国际法的阶级性在于它表现各国统治阶级的协调的意志
。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
、

点来看
,

国际法既然是法
,

就同一切法一样
,

必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

只不过是统洽阶级对

外事务方面的意志表现而已
。

并且由于国际法不是尸个国家制定的
, ’

而是许多国家在互相女

气 5 3



往中协议产生的
,

所以
,

它不可能表现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
,

而必然是表现许多国家统治

阶级的协调的意志
。

实际上在现代国际法中主要就是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协调但不是

调和的意志
。

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

( 4 ) 它表明国际法的产生是由国家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协议产生的
。
因为国家都是主权

国家
,

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让它们遵守
,

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只好由它们

自己协议成立一种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整
。

协定的法律规范是由国家缔结条约形成

的
。

习惯的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在国际实践中默认沿袭已久的惯例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形成的
。

(匀 它表明国际法的基础是建立在国家共同同意上面
。
国际法既然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法

律
,

而在国际社会里面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立法机关
,

那么
,

不言而喻
,

只有为国家共同同意的调

整它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才能成为约束国家的法律规范
。

正如以上所述
,

协定的法律规范

是由国家明示同意而制定的
,

习惯的法律规范是经过国家默示同意而遵守的
。

无论明示或默

示都是表示国家的同意
。

以上只是个人大胆提出的木成熟的意见
,

目的在引起讨论
,

希望抛砖引玉
,

获得批评和指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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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政

治家
。

他目睹了隋朝统治者的残暴腐败和由

此激起来的农民起义
,

也 目睹了乱世经济的

调敝衰致和黎民百姓的苦难
,

因此当他爬上

皇帝的宝座以后
,

对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还
“ 心有余悸

” ,

不得不
“
惕焉震惧

” ,

要想尽办法

把自己的统治地位保牢
,

变乱世为治世
。

在
“

致治
”
的诸多办法之中

,

以法治世可以说是

很重要的一条
。

从贞观元年开始
,

唐太宗就

着力于立法
,

命令身边的大臣会同
“
学 士 法

官
”
们

,

几经修纂汇编
,

在《武德律》的基础上

制定了《贞观律》 。

这是封建社会里一部较为

完备的法典
。

正由于有了它
,

才出现了我国

历史上并不多见的
“

贞观之治
” 。

有法无法
,

是大不一样的 ; 在立法以后
,

能否坚持依法
、

执法
,

同样是大不一样的
,

甚

至可以说
,

后者比前者显得更为重要
。

隋朝

不也有《开皇律》
、

《大业律》么
,

但在执行时
,

从皇帝到大小官宦
,

却往往有法不依
,

有法不

循
,

甚至践踏国法
,

贪赃枉法
,

生杀任情
,

刑赏

凭言
,

使冤狱遍于国中
,

而违法者却逍遥法

外
,

最终导致了夭下大乱
,

国家败亡
。

唐太宗

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善于
“
以古为镜 ” ,

从中
“
知

兴替
” 。

他在立法的前提下
,

比较讲究守法
,

注意依法办事
,

鼓励执法如山的臣属
,

自己也

注意守法
。

在他的努力下
,

果然出现了封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