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代表、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关于第79届联大六

委“国际法委员会第75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的发言 

（第一部分：第1、2、3、7、10、11章） 

 

主席先生： 

值此国际法委员会成立75周年之际，我非常荣幸能作为中

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本届联大“国际法周”活动，这也是我第一

次作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会议。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

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将同各国委员一道履职尽责，切实

为国际法编纂和逐步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主席先生， 

下面，我将以中方代表身份发言。 

中方感谢国际法委员会主席贝穆德斯先生就委员会第75

届会议工作所作报告，感谢各专题特别报告员、各位委员为推

进研究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感谢秘书处法律编纂司提供的支

持。 

国际法委员会是《联合国宪章》授权设立的国际法编纂者，

也是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在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

议上，根据中国代表的建议，“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作为联合国大会的重要职权被写入《联合国宪章》第13条。1947

年，联大通过决议设立国际法委员会，成为二战后国际法成文

化、法典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75年间，委员会致力于国际法

的编纂和逐渐发展，为国家间谈判缔结相关国际公约提供了坚

实基础，为确立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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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重要贡献。 

当前，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联合国宪章》确立的

战后多边国际秩序、理念、规则和机制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国

际社会互信共识衰减，协商合作削弱，给国际法的解释、适用

和履行带来新问题。二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关切不断扩大，

围绕全球公域、全球公物和应对全球性风险的立法需求上升，

国际法的公共属性增强。三是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理念愈

加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亟

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方对委员会工作有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坚持以各国需求为导向。委员会作为联大的附属机

构，应坚持“客户导向”，在选题、研究起草报告和提出成果

等各阶段，都应充分听取会员国意见，使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

发展更契合国际社会实际需要。 

二是坚持全面平等反映各主要文明和法系的国家实践。文

明和法律体系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下一

步，委员会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应体现多极化世界现实，要

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非英法语言国家、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实

践，确保工作成果真正反映普遍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真正

体现世界文明多样性和法律体系多元化。 

三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议题设置要与时俱进，聚焦

各国外交实践中的问题、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所涉国际社会共同

利益和关切问题和现有国际法虽有规则但不明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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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坚持协商寻求共识。委员会工作目标是寻求共识，为

此应求大同，存小异。委员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协商一致决策良

好传统应得到传承。实践证明，只有委员会协商一致提出的建

议，才能充分反映各方关切，有利于日后相关成果的转化并有

效实施。 

主席先生， 

下面，中方愿针对报告有关专题发表看法： 

一、“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第7章） 

中方感谢历任特别报告员所做工作，欢迎格罗斯曼教授接

任特别报告员并在充分考察各国书面意见基础上提交第一份

报告。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关系国家领导人政治尊严

和人身安全，关乎国际关系稳定。鉴于该议题的政治性和敏感

性，中方一贯强调，委员会在本专题工作中应平衡好维护主权

平等原则和消除有罪不罚的关系，确保成果既有利于实现司法

正义，又有利于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国家间友好关系。在既往

意见基础上，中方对委员会此次通过的部分草案有以下评论： 

关于属人豁免范围问题。中方认为，将属人豁免限于“三

巨头”不符合国际交往实际。国际实践中，与“三巨头”具

有类似地位的其他高级别官员越来越多直接参与国际交往并

代表国家行使职能。不少国家在提交的书面评论中，提及这

些高级别官员也应享有属人豁免。中方认为，“三巨头”享

有属人豁免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其对外交往中

的身份代表性和地位崇高性，体现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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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员范围应基于上述标准，参考相关当事国

宪法所确立的政治体制。委员会在现有条款草案或评注中应

当与时俱进，为扩大属人豁免范围留有余地。 

关于属事豁免例外问题。过去几年，包括中方在内的许

多国家多次对属事豁免的例外范围提出修改建议甚至反对意

见。条款草案第7条列举的6项不适用属事豁免的罪名，依据

的是一些条约，其中一些未得到普遍参与，例如《保护所有

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76个缔约国）、《禁止并惩治

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10个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124个缔约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53个缔约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74个缔约国）等。承认相关缔约国

负有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条约义务，不代表这些罪名已经构

成国家官员享有属事豁免的例外。这方面的国家实践和法律

确信是否足够广泛、充分，尚需逐一论证。中方认为，其中

一些例外远未构成习惯国际法，有一些例外可能只是正在形

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中方建议委员会考虑不再列举具体的例

外情形，而代之以“国际法规定的最严重罪行”这一表述，

并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在评注中明确属事豁免例外标准。 

关于下步工作。中方建议委员会不急于求成，强推明年

完成二读，而是在充分回应多年来各国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妥

处分歧，包括成果是否采必须用条款草案形式，确保最终成

果的普遍认受性和权威性。 

二、“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专题（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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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涉及现行国际

法的解释、适用和发展问题，影响深远。中方感谢研究组共

同主席及委员为推进研究所作努力，欢迎研究组在 2025 年对

整个专题出具最终报告，并愿发表评论如下： 

首先，研究组应严格按照授权开展工作。2018年委员会

工作报告强调，研究组的工作仅涉及海平面上升的法律影响，

不会对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现行国际法提出修正

意见。然而中方注意到，此次补充文件中提及最终报告可能包

括“拟定一项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框架公约草案”。中方希

望研究组进一步澄清最终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确保工作成果不

超过授权范围。 

其次，研究组应充分考虑各种国际法渊源。本专题为新

议题，跨越多个国际法领域，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文件予以规

范。中方支持研究组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外的法律渊源

开展研究，特别是参照《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列明的各类

国际法渊源，以此拓展思路、全面考虑问题，避免疏漏和法律

冲突，确保最终报告符合现有国际法框架。 

第三，应尽可能在维护现有法律框架不变基础上解决有

关问题。海平面上升事关太平洋岛国等特别受影响国家的地

位存续问题，攸关国际关系稳定和国际秩序发展。研究组应

在维护既有法律秩序和与时俱进发展规则中达成平衡，最小

改动现有法律制度。可通过对现有规则作演进解释或发展新

的例外等方式解决有关问题。 

关于分议题一国家地位问题。国家地位的认定攸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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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体资格，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为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和国际

法的稳定性，任何关于国家地位既定标准的讨论都要谨慎进

行，不应脱离国际法关于国家地位认定的一般原则。海平面上

升可能导致小岛屿国家丧失某些构成国家地位标准的要素，这

在国际实践中属于极其特殊的情形。我愿就报告中提出的两大

方案逐一发表评论： 

一是小岛屿国家地位的法律存续问题。研究组在其报告

中提及《蒙得维的亚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第一条确立的认

定国家标准“四要素”，即常住人口、确定领土、政府和对

外交往能力。有委员提出，该条款规定了国家地位的认定标准，

但“并未触及国家地位存续问题”。有委员进一步提出，“权

利的产生和权利的存续应当加以区分”。还有委员表示，“受

影响国有权采取各种不同措施确保本国存续”，例如加固堤坝、

建造人工岛屿等。另有委员提出，在推断某实体“是否仍被各

国视为享有国际法律人格时，承认与否可以发挥某种作用”。

中方还注意到研究组共同主席提及 2023 年太平洋岛屿论坛宣

言，该宣言推定，无论海平面上升有何影响，国家地位均将存

续。中方认为，小岛屿国家是海平面上升的受害者，仅因海平

面上升而导致小岛屿国家地位消亡将造成极大不公，且不利于

国际法治的稳定。因此中方对上述观点予以积极评价，愿意继

续与各方加强沟通协作。 

二是小岛屿国家地位的替代方案问题。针对海平面上升

导致小岛屿国家丧失某些构成国家地位标准的要素的情形，研

究组还提出与他国联合、组建邦联和特设法律制度等维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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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影响国家地位的替代方案。有研究组委员指出，“政

治性解决方案由各国来考虑更为妥当”。有委员强调应确保不

以任何方式威胁现有法律规定。中方还注意到 2023 年太平洋

岛屿论坛宣言强调，尽管受到气候变化相关海平面上升的影

响，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的主权将继续存在。中方赞许研究组

委员的审慎态度。并认为，任何替代方案都将对国际政治关系

产生重大影响，不能强加于当事国。 

关于分议题二受影响人员保护问题。中方注意到研究组

指出，国际法中没有专门保护因海平面上升而在境内流离失所

人员或环境移民的机制，并提出可能构成对受影响人员法律保

护的 12 项要素，包括不歧视原则、不推回原则、难民法范围

内的补充保护及避免出现无国籍情况等。中方对研究组上述工

作表示赞许。中方认为受影响人员的尊严、安全和福祉应得到

必要保障。为此，各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努力： 

首先，应从根源上减少受影响人员。各国应积极采取措

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

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为减

少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员作出中国贡献。 

其次，要利用好现有国际法体系提供的法律工具。特别

是利用国际人权法、人道法、气候变化法等中相关规定保护受

影响人员。中方认为研究组可就通过解释和适用现有国际法保

护受海平面上升影响人员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最后，关于填补现有机制空白。如国际社会形成共识，

认为确有必要通过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填补现有机制空白，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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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受海平面上升影响人员的保护。中方愿积极参与相关讨

论。 

三、委员会其他决定和结论（第11章） 

中方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将“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损害的

赔偿”和“国际法中的必要勤勉问题”两个新专题纳入长期工

作计划，期待委员会能够本着严谨审慎、包容平衡的态度开展

本专题研究，充分考虑各国意见和国家实践，确保工作成果更

贴近当前需求。 

谢谢主席先生，预祝本届联大六委在你和主席团成员领导

下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