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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届联大议题项目 82
国际法委员会第 70届会议工作报告

中国代表、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在第 73届联大六委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 70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的发言

（第一部分：第 1、2、3、4、5、12章）

（2018年 10月 22日）

主席先生，

今年是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70周年。70年来，委员会完成

了 36个专题的审议，多达 17项多边公约在委员会成果基础上

得以缔结，外交领事关系法、条约法和海洋法等重要公约成为

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律规范，在各自领域为维护国家间关系健康

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在收获一系列成果的同时，委员会目前也面临新的挑战，

突出表现在专题选择、工作方法、与国家的互动等问题上。中

国代表团认为，作为联大附属机构，委员会在专题选择上要以

服务联合国成员国为目标，优先处理国家在实践中迫切需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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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法律问题；在工作方法上要以坚实的国家实践为基础，注

意平衡编纂和逐渐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缺乏普遍共识的重要敏

感问题应重点梳理澄清“现行法”，慎重拟议新法，在工作成果

中也应尽可能明确区分“现行法”与“应有法”；在与国家互动上，

要更加重视听取和采纳成员国在联大六委及其他各种场合阐

述的立场，确保工作成果最大程度反映各国共识和需要。

主席先生，

委员会今年二读通过了“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和“与条约解

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两个重要专题的结论草案及评

注。我们对委员会表示祝贺，对两位特别报告员伍德爵士和诺

尔特教授的工作表示赞赏，希望两结论草案在国际实践中对各

国提供有益的指导。两专题工作进展顺利，最终成果获各方认

可，正是由于委员会回应了成员国实际需要，立足于普遍的国

家实践，认真听取了成员国意见，最大程度凝聚了各方共识。

我们认为，这些成功经验对委员会其他专题也具有借鉴意义。

主席先生，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中方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通过在联大六委发言、提交书面评论等方式，对结论草案涉及

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受特殊影响国家”、“一贯反对者”等提出

意见，为结论草案的最终形成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结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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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通过之际，我们愿再次强调，习惯国际法是重要的国际法

渊源，对其识别必须采取严谨而系统的方法，全面深入考察各

国的普遍实践，不能出于任何国家的个别利益或需要进行选择

性识别或降低识别的门槛；在习惯国际法识别上，尽管在某些

情况下需要考虑国际ĭĮ决议、国际į法İ决、ıĲ公法ĳ家

ĳĴ等对识别习惯国际法的意义，ĵĶķ要作用的ĸ终是国家

实践。

主席先生，

关于与“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专题，中方

以Ĺĺ明确阐述过立场。中国代表团Ļ注意ļ，结论草案Ľ用

的“嗣后实践”ľĿŀŁ了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Ńńł公约ŃŅ第

31条第 3ņŇ指的“嗣后实践”和第 32条ň明确提及、ĵ实践

中经ŉ作为条约解释ŊŋŌō的嗣后实践。我们希望强调，Ŏ

有反映缔约方在条约解释方面真实、共同意ŏ表示的嗣后实

践，Ő能作为ł公约Ń第 31条第 3ņ规定的作ő解释Ōō；

其他的嗣后实践，有可能作为ł公约Ń第 32条ŇŒ的条约解

释ŊŋŌō发挥一定作用，ĵ与第 31条第 3ņŇ指的嗣后实

践应有明确区别。

主席先生，

委员会今年œ“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Ŕ”和“普遍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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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Ŗı”两专题纳入ŗŘ工作řŚ。对于“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

面上Ŕ”专题，我们关注海平面上Ŕś来的一系列实际情形Ŝ

更，认为如何协调这些Ŝ更与现行海洋法ŝ度之间的ŞşŠ得

šŢ，希望委员会在ţ专题工作中ŋ分考虑Ťťł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Ń在Ŧ的现有国际法的规定和ŧŨ，尽ũ维护现行海洋

法ŝ度的稳定性和可Ū见性，为国际ū会Ŭŭ处理海平面上Ŕ

提供法律指Ů。

对于“普遍ŕ事管Ŗı”专题，我们ĺ在联大六委Ţ论“普遍

管ŖıůŰ的范ű和适用”议题时多次重Ų基ţ立场和关切。

ų联大六委Ţ论情况Ŵ，各方对普遍管ŖıľĿŵ在分Ŷ，不

ŷ国家œ一些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或ŮŸ或ĶŹ”条ņźŻ等

同于普遍管Ŗı。联大六委的Ţ论多年来ň取得任何实ż进

展，各国分ŶŽž。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对ſ专

题进行审议的条ƀ同Ɓ不成Ƃ。中方Ļ要强调指出，ſ专题纳

入委员会工作řŚ，ƃ不意ƄƅƆ海Ƈƈ行外Ļŵ在作为一Ɖ

规Ű的普遍管Ŗı。委员会ň来如对ţ专题Ɗ展任何工作，ķ

先要澄清普遍管ŖıľĿţƋ，在ƌƍ考Ǝ各国实践的基础

上，采取严谨的方法分Ə现行法，审慎Ɗ展ţ专题工作。

ƐƐ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