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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届联大议题项目 82
国际法委员会第 72届会议工作报告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在第 76届
联大六委“国际法委员会第 72届会议工作报告”议

题下的发言

（第一部分：第 1、2、3、4、5、10章）
（2021年 10月 26日）

主席女士：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法治与秩序。促进国际法

的编纂与发展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目标，广大会员

国均应为此作出努力，国际法委员会在这方面更是负有

重要职责。

70 多年来，委员会在国际法编纂方面成绩斐然，尤

其在外交关系法、领事关系法和条约法等领域取得突出

成就。关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委员会在国家责任等领

域的工作取得突破，为推动相关研究和规则的演进作出

积极贡献。

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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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

加速变革。国际法委员会应进一步发挥作用，维护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促进国际关系法治化。

——委员会应同会员国加强交流。无论是国际法的

编纂还是发展，其根本立足点都是各国实践和法律确

信。作为联大附属机构，委员会应更多更好地与联合国

会员国交流，进一步听取和吸纳会员国意见，确保其成

果反映普遍的国家实践。

——委员会应审慎选择工作专题。事实一再证明，

只有选好题，才有好结果。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应审慎选

择拟进行编纂或发展的法律专题，将国际社会的迫切需

要和各国的实际诉求作为选题的核心要素，否则相关成

果将难以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委员会应不断优化工作方法。委员会的工作成

果需反映多元化的世界和不同的法律文明，委员会开展

专题研究和通过条款草案，应尽可能采取协商一致方

式，最大限度追求最大公约数，推动委员会工作成果获

得各国普遍接受。

主席女士，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长期以来，中国坚定

支持国际法委员会工作，多位中国籍专家当选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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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独立履职，竭诚奉献，声誉卓著。

国际法委员会将于今年 11 月举行委员选举，中国

政府已提名现任委员黄惠康大使竞选连任。黄惠康先生

既是著名的国际法教授，也是经验丰富的高级外交官，

曾任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

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等职，还曾任亚洲—非洲法律

协商组织助理秘书长，在国际法实务和学术方面均有很

深造诣。我们期待各国在选举中给予黄惠康先生宝贵支

持。

主席女士，

中方感谢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哈穆德先生就委员会

第 72 届会议工作所作报告。下面，我愿针对委员会报

告第一部分有关专题发表看法：

关于“保护大气层”专题。中方注意到，在委员会

研究该专题过程中，不少国家和委员曾提出，指南草案

部分内容可能会造成超出现有法律规则的误解。例如，

关于序言段 3有关大气污染和大气层退化是“人类共同

关心的问题”、指南 3关于各国有义务保护大气层以及

指南4关于各国有义务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等内容可能被

误解为创设新规则。对此，中方认为，任何关于指南草

案及其评注的理解均应严格遵守序言段 8提及的“2013

年谅解”，即围绕该专题的研究不应影响有关政治谈判，

也不应在现有条约机制基础上增加新的规则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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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重申，保护大气层是国际法中一个较新的问

题，相关规则仍在发展中，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中

方愿同各国一道，继续关注和研究该问题。

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专题。中方高兴地看到委

员会二读通过本专题指南草案，并注意到二读通过的草

案已部分吸收一读以来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意见。中方

对此表示赞赏，认为委员会围绕本专题的研究成果对相

关领域的实践具有参考意义。

中方愿强调指出，条约的临时适用必须以国家同意

为前提，这是习惯国际法的要求，今后对指南草案的解

读和适用也应以此为基础。

此外，中方注意到，委员会已将“确定国际法规则

的辅助手段”专题纳入了长期工作计划。国际法渊源是

国际法领域的基础性问题。此专题列入长期工作计划

后，委员会的研究已涵盖《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规

定的国际法渊源所有形式。中方期待委员会在未来以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为基础，以广泛国家实践为

前提，本着严谨审慎、包容平衡的态度开展本专题研究，

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最后，中方再次对疫情之下委员会以创新形式召开

会议表示赞赏，希望委员会进一步立足实际情况，不断

探索改进会议形式，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谢谢主席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