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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雇擂电札大争誉粗
训 几心

,

,

当前西方国际法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蔡从燕

厦门大学法学院
,

福建厦门
,

摘要 当前国际法教育在西方国家也面临粉一 系列挑战
,

对这些挑战以及造成这些挑战的原 因进行分析
,

有

助于正确认识 中国国际法教育的现状
,

并寻求改善的若干对策
。

关抽询 国际法 教育 西方 中国 启示

中圈分类号 砂 文献标识码 文寒编号 一 冲
一仪刃 刁乏

一
、

问 的提出 从国际法协会国际法教育委员会 析这些挑战及其对中国国际法教育的启示
。

抖年报告谈起

国际法学会 。
耐 肠 以祀 ,

成立

于 年
,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约 个分支机构
,

会

员约有 名 国际法学会的目标是研究
、

阐明及发展国

际法一 一包括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
,

促进对国际法的国际

理解与林重 冈国际法学会的活动主要通过下属国际委员

会进行的 有关国际委员针对精心选择的特定国际法领域

开展研究并起草报告
,

相关报告被提交给两年一次的国际

法学会会议
,

供有关国际委员会成员及其他对此有兴趣的

人士讨论 报告采取如下方式 法律重述 拟定条约或公约

草案 阐述国际法守则
、

规则与原则 评论法律或实践的新

发展 国国际法教育委员会 口而 吨
玩 吐 肠 是国际法学会目前下属的 个国际委员

会中的一个
,

委员会目前由来自 个国家的 位知名国际

法教授组成

抖年 月
,

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认毗
,

联合召开了关于国际

法教育的研讨会 来自美国
、

英国
、

加本大
、

澳大利亚决地

利
、

荷兰
、

瑞典等发达国家的数十位国际法学者参加会议
,

会后发布了关于国际法教育的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
‘ 以月

年报告勺 闷由于与会代表均来自发达国家
,

因此可以认为

这份研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国际法教育在

西方国家正在面临着的问题
,

直言之
,

正在面临着诸多挑

战
。

根据笔者的归纳
,

这些挑战体现在三大方面
,

即“
布什

主义
,

时国际法教育的冲击
、

全球化对国际法教育的冲击
、

职业化对国际法教育的冲击
。

根据国际法教学的实践经验

与体会
,

笔者认为
,

解读这份报告
,

对于中国国际法教育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以“ 抖年报告 ”
为主

,

并结合近

年来其他西方学者有关国际法教学所面临困难的讨论
,

分

值得注意的是
,

尽管当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

但西方

国际法学界始终坚信国际法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早在

年
,

美国国际法学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每特教授

扭刚 强调指出
,

国际法应该成为文明公民社会中的首要

大事
。

即使在现在
,

美国国际法学会也坚信国际法较之以

往更加重要
。 均

二
、

当前西方国际法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

挑战之一
“

布什主义
”

对国际法软育的冲击

所谬布什主义
” ,

是指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作为共和党

保守势力的代表
,

奉尸
‘

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
”
路线

,

在

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遵诊美国利益至上
”

和
“

以实

力求和平
”

两大原则
,

以更加强硬和保守的态度追求美国

的国家利益 布什主义具有四个特点
,

即强权主义
、

单边主

义
、

简单主义及实用主义
。 网 “ 布什主义

”

严重了挑战并损

害了为国际社会所普遍确认的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
,

如

坚持和平解决国际解决争端
、

承认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领域中的核心作用
、

强调平等互利与合作等
。

加 甲 事件
”
的发生是导犷布什主义

”

出炉的重

要诱因 加 年 月 日
,

布什总统正式公布了一份佃家安

全战嘟报告
。

该报告标志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重

大转变
,

因为该报告把先人制人攻击
”

年晰功 而
作为一种

‘

自卫形式
,

列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核心 这份

国家安全文件滋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水岭 在该

报告看来
,

世界直接面对的最大威胁是企图拥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组织及国家
,

因此过去膨通制战略
”已经无济

于事
,

美国有权甚至有责任对这样的国家采取
“

先发制人
”

的进攻
。

随睿先发制人
”

战略理论正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的一部分
,

标志普
‘

布什主义
”正式形成

“

布什主义
,

对国际关系及国际法造成了严重冲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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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注意到
,

在整个伊拉克危

机的进程中
,

人们几乎听不到
“
国家主权不可侵犯

”、“
各国

有权自主选择其政体和领导人
”

等传统国际法原则
,

讨论

的只是介千涉什么
”、“

如何干涉 ,’“
何时千涉

”的问题
。

较之

早期国际法主要是保障国家的权利和它在国际上的位置
,

确定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

目前安理会讨论的武力千涉

行动
,

远比过去频繁
。

实际上
,

冷战结束后
, “ 国际法的某些

新趋势
,

是给不同形式的千涉行动提供法理依据
。 ”

国际法

是一柄双刃剑
,

可能同时反对和支持干涉行为
,

而 目前则

是增强了国际千预的可能
。

“
布什主义

”

进而对国际法教育造成严重的冲击
。

在
“ 抖年报告

”

中
, “ 布什主义 ”导致的国际法虚无主义被大

多数与会代表列为当前国际法教学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比

如
,

斯格特 教授认为
,

国际法经常被寄望可以维护世

界和平
,

因此在教授国际法过程中不可能不涉及武力使用

问题
。

但是
,

在科索沃战争
、

阿富汗战争
、

伊拉克战争爆发

后
,

教授国际法
,

尤其使用武力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

因为

这些战争损害了国际法与美国 以及英国
、

澳大利亚 外交

政策的声誉 同又如
,

鲍根毋。

卿 教授遗憾地指出
,

那些把

联合国视为是一个阻美国为维护其自身安全的组织
,

而人

权被恐怖分子当作保护自身安全的屏障的学生的数盆比

他想像的要多的多
,

并认为这是他在教授国际法过程中面

临的最主要挑战严再如
,

拜斯毋 教授认为
,

当美国政府

的行为无视联合国的权威时
,

学生就会怀疑国际法究竟还

有没有用
。 坷在这方面

,

美国的学生表现的尤其明显
。

总之
, “
布什主义

”已经对西方
,

尤其美国际法教育产

生了严重的冲击 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
,

这也提醒我们
,

国际法教育应该紧密结合国际关系实践 埃里克森

毋滋 教授正确地指出
,

国际法教授的责任是把国际法

带回普通的法律生活当中
,

而不是以往的充满神秘感
、

挑战之二 全球化对国际法教育的冲击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 全球化

”

匆。

作为一个正式概念进入学术界并且受到关注
,

激

起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兴起
,

则是迟至 世纪 年代中期的

事了 进入 年代以后
, “

全球化
,

便是成为社会科学的主

流概念和时绪术语
,

频频出现在经济学
、

政治学
、

社会学
、

国际政治学
、

文化学以及人类学诸研究领域中 全球化是

一个多维度牟过程
,

包括社会
、

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军事等诸

多领域的变革 有学者认为
,

全球化是经济的一体化
,

即经

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
,

尤其是形成了世界性市

场
。

由于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

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

因而普遮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

的首要之义与主要内容 有学者也认为
,

全球化还是
“

问

题
”

的全球化
,

即关系甚至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

题
,

如恐怖主义
、

生态危机
、

的不断出现
。

有学者还认为
,

全

球化还是体制 的全球化
,

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

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
。

等等
。

问

全球化导致国际法规则体系日益扩大
、

庞杂
,

变化很

大
,

这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法教育
。

首先
,

如何在有限的

时间内选择教学内容 冈布勒教授 指出
,

由于

年以来国际法的内容急剧膨胀
,

国际法导论部分的教学几

乎无法进行
,

许多学生被允许跳过总论部分
,

直接选修诸

如人权法
、

环境法之类的课程
。

他认为
,

这种专业化与破碎

化 伽 , 是当前国际法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 ”

胆
古教授伏 同时指出

,

不同的学生对于国际法总论或具体

国际法制度的禽求不同的
,

有些学生喜欢一般性的国际法

课程
,

但另一些学生则喜欢专门性的国际法课程
,

国际法

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必要的取舍 问其次
,

国际

法教育如恻与时俱进
”。

斯凯夫教授 动指出
,

国际法

教育中如何及时跟踪新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 ‘
咕这方

面
,

戴维教授仍 记 承认指出
,

由于情势变化太大
,

许多国

际法教学资料过于陈旧
。

情况往往是
,

许多国际事件发生

后未能及时在有关的国际法教学资料中予以体现或更新
,

刀从而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

挑战之三 职业化对国际 法教育的冲击

众所周知
,

职业是美国法学教育的最主要特点之一
,

这可以从美国律师协会 毗
,

对

法学家实行的核准制中可见一斑 目前
,

美国约有 个法

学院经过 的核准
,

但未经 核准的法学院也有 多

所 从法律职业化的角度出发
,

对法学院学生提出了

一系列要求
,

如法律分析和推理能力
、

调查事实的能力
、

交

际能力
、

咨询能力
、

谈判能力
、

掌握诉讼和其他纠纷解决的

替代性方法
、

法律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等 阴由于国际

法具备的有别于国内法的特殊性
,

即其主要调整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
,

法学院在国际法领域中为学生提供职业化教育

的难度显然更大些

护 抖年报告
”
中

,

科吉斯教授注意到
,

许多学者之

所以国际法不感兴趣
,

是因为国际法领域可以提供的就业

机会不多
。 均

咦国国国际法学会也指出
,

职业化孺求使得

国际法面临着来自其他课程的强大竞争
,

即学生可能更乐

于选修改与他们法律职业更为相关的课程
。

国事实上
,

早

在 世纪 年代中期
,

美国律师协会认 劫针对全美大学

法学院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抽样调查已经表明
,

在职业化动

机的强力作用下
,

国际法教育在美国始终并不太乐观
。

虽

然多数法学院开设了相当丰富的国际法课程
,

但选修的学

生并不多
。 口有学者直接从律师事务所的角度出发

,

认为

传统的国际法课程应该进行改革
,

以便适应职业化的需

要 网

为了适应职业化的需求
,

西方国际法教育界正在尝

试采取一系列措施 波吉斯教授办飞 建议
,

应该把国

际法 于学生的语境中
,

努力徽发学生把国际法作为一

种职业的兴趣 在这方面
,

美国国际法学会提出或总结了

某些重要设想
。

以刃年
,

该学会主席罗文 肠 指派一

个研究小组研究在课程之外开展国际法教育的可能性与

具体方法 该研究小组提交的报告侧重从两个方面分析

了强化国际法教育的设想 一是扩大国际法教育的受众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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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

即把传统的法学院的学生扩大到法官
、

执业律师
、

外交官
、

媒体工作人员
、

立法机构工作人员
、

军事人员

等 二是增加教授国际法的技术
,

比如开设短期课程
、

与有关机构合作开设讲座
、

在既有短期课程中增加国

际法的内容
、

开展网络化教学
、

与有关商业或政府机构

就特定问题展开讨论
。

刘

三
、

对中国国际法教育的启示

虽然在国际法教育方面属于后进国家
,

但西方国际法

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在我国开始逐步呈现出来
,

某些问

题实际上已经颇为严重
,

必须引起国际法学界的关注
。

首先
,

国际法教育与国际关系实践
,

尤其中国对外关

系实践的关系的问题 如所周知
,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际

关系
,

尤其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部门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
,

这表明国际法教育必须

辅之以适当的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教育 特别是
,

随着和

平崛起被确立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
,

中国的对外关系实

践己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
,

中国的国际法教育无论

如何都不能无视这些重大的发展 侧随憾的是
,

我国目前

多数法学院的国际法专业都没有开设系统的国际关系理

论课程
,

造成国际法教育与国际关系之间不应有的断裂
。

其结果是
,

国际法专业的学生不能从应然与实然的不同层

面客观
、

正确地认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

进而

容易形成国际法虚无主义 事实上
,

兰根坎伯教授归
口 认为

,

缺乏一定这方面的知识是西方国际法教育

面临的主要挑战
。

网因此
,

笔者建议
,

我国法院有必要开设

国际关系课程
,

作为国际法教育的补充
。

其次
,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教材建设问题 前已指

出
,

全球化使得国际法规则体系急剧膨胀且不少问题变化

很大
,

国际法教育在如何全面介绍国际法规则体系并且确

保州与时俱进
,

方面都面临严竣的挑战
。

我国是国际法教育

后进国家
,

国际法教材建设在这些方面面临的问题似乎更

为突出 缺乏系列化的国际法教材
。

虽然我国国际法学

者组织撰写了大 的冠名为《国际法》或《国际公法》的教

材书
,

但国际法的许多具体领域
,

如国际人权法
、

国际条约

法
、

国际组织法缺乏相应的教材
。

极为有限的讲授时间使

得老师只能给学生提供轮廓性的知识
,

无法提供进一步的

讲授
,

而学生也无法通过系列化的教材进行进一步的
、

更

有选择性的阅读 我国国际法教材普遥严重落后于国

际关系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
,

近年来出版的许多国际法

教材与十年前出版的国际法教材之间几乎没什么差别
,

重

复劳动现象在法学专业中几乎是最为为严重的
。

因此
,

笔

者建议
,

中国国际法学界应该精心组织撰写一套系列化的

国际法教材
,

并力争使它们能够体现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理

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
,

以适应全球化对国际法教育提出的

挑战
。

再次
,

职业化与国际法教育模式完普问题 近年来
,

改

革开放后中国长期奉行的学院式法学教育正在发生深刻

的变革
,

加强职业化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方

针 闰 虽然这种转向适应了社会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播

求
,

有利于在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建立良性互动
,

进

而有利于法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

但不可否认
,

这使得难

以提供很多法律职业机会的国际法教育面临着颇为严峡

的挑战
。

笔者认为
,

为了适应职业化教育的豁要
,

国际法教

育应该根据自身的特征
,

改变传统的学院式教育模式
,

加

强与跨国公司
、

外交实务部门等机构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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