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公法》教学大纲

一、教学目标及任务

讲授这门课程的目的及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国际公法是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行为规范，是国家必须遵守的法律

原则和规则。国家只有严格遵守国际法，才能与别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促进本国与别国的交流与合作，以利

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建设与发展，更好地保护本国和本国人民在外国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学

习和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能运用它们维护我国的权益，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

设。

二、学时分配

以表格方式说明各章节的学时分配，表格如下：

教学课时分配

章 节 章节内容



二、主要学派

第五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不同的学说

二、各国实践

第六节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一、基本原则的概念

二、各项基本原则

重点难点：

1. 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2.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教学要求

了解：国际法的编纂、形式和编纂者，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各国实践。

理解：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编纂的概念和含义、国际法的萌芽时期、近代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现代

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效力根据的理论分歧和主要学派。

掌握：国际法的定义和特征、国际法渊源的含义、国际法的各种渊源、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不同的学说、国

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各项基本原则。

习题要点：国际法的定义、国际法的渊源、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第一章 国家（3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家的概述

一、国家的要素

二、国家的类型

三、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四、国家管辖豁免

第二节 国家的承认

一、国家承认的概念和性质

二、新国家产生的情势及其承认的条件

三、国家承认的方式和法律效果

四、政府和其他事态的承认

第三节 国家的继承

一、国家继承的概念

二、国家继承的规则

第四节 国家责任

一、国家责任的概念和性质

二、国家责任的构成

三、国家责任的形式

四、国家责任的履行

重点难点：

3. 国家的承认



4. 国家责任

教学要求

了解：新国家产生的情势及其承认的条件、政府和其他事态的承认。

理解：国家管辖豁免、国家承认的方式和法律效果、国家继承的概念、国家继承的规则。

掌握：国家的要素、国家的类型、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承认的概念和性质、国家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国家

责任的构成、国家责任的形式、国家责任的履行。

习题要点：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的承认、国家的责任

第二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籍

一、国籍的概念和作用

二、国籍的取得和丧失

三、国籍的抵触

四、我国国籍法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

一、外国人的含义

二、外国人入境、居留和出境

三、外国人待遇的标准

四、外交保护

五、外国人在我国的法律地位

第三节 引渡和庇护

一、引渡

二、庇护

第四节 难民的法律地位

一、难民的定义

二、难民身份的确定

三、难民的法律地位

四、我国关于难民问题的立场与实践

重点难点：

1. 引渡和庇护

2. 难民的法律地位

教学要求

了解：我国国籍法的主要内容、外国人的含义、外国人在我国的法律地位、难民身份的确定、我国关于难民

问题的立场与实践。

理解：国籍的取得和丧失、国籍的抵触、外国人待遇的标准、难民的定义、难民的法律地位。

掌握：国籍的概念和作用、外国人入境、居留和出境、外交保护、引渡、庇护。

习题要点：庇护、引渡

第三章 国际人权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

一、国际人权法的概念

二、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对象

一、个人权利

二、民族自决权

三、关于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

第三节 国际人权法的保护措施

一、国内保护措施

二、国际保护措施

第四节 中国关于人权保护的基本立场与实践

一、历史发展

二、我国参与的国际人权文件

重点难点：

国际人权法的保护措施

教学要求

了解：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关于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人权的国内保护措施、中国关于人权保护的

基本立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

理解：人权的概念和内容、我国参与的国际人权文件。

掌握：国际人权法的概念、个人权利、民族自决权、人权的国际保护措施。

习题要点：国际人权的保护措施

第四章 国家领土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领土的概念和地位

一、领土概念

二、领土的地位

第二节 领土的取得和变更方式

一、传统的方式

二、现代的新方式

第三节 领土主权的限制

一、租借

二、国际地役

三、共管

第四节 国家边界

一、边界的概念

二、边界的确定

三、边境制度

四、中国边界

第五节 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

重点难点：

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

教学要求

了解：边境制度、中国边界、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

理解：领土的地位、边界的概念、边界的确定。

掌握：领土的取得和变更方式、领土的限制方式即租借、国际地役和共管、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

习题要点：领土的变更方式

第五章 海洋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海洋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内水

一、内水的范围和地位

二、港口、内海湾和内海峡

第三节 领海及毗连区

一、领海的概念和地位

二、领海的法律制度

三、毗连区的概念和地位

四、中国领海及毗连区制度

第四节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一、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概念

二、过境通行制

第五节 群岛水域

一、群岛水域的概念和地位

二、群岛水域的航行制度

第六节 专属经济区

一、专属经济制度的形成

二、专属经济区的地位

三、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划界

四、中国专属经济区

第七节 大陆架

一、大陆架的概念

二、大陆架的地位

三、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的划界

四、中国大陆架

第八节 公海

一、公海的概念和地位

二、公海自由制度

三、公海上的管辖权



第九节 国际海底区域

一、国际海底区域的概念和地位

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第十节 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科学研究

一、海洋环境保护

二、海洋科学研究

重点难点：

4．领海及毗连区

5. 专属经济区

6. 大陆架

教学要求

了解：中国领海及毗连区制度、专属经济制度的形成、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中国专属

经济区、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的划界、中国大陆架、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

理解：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概念、过境通行制度、群岛水域的概念和地位、群岛水域的航行制度、毗连区

的概念和地位、专属经济区的地位、大陆架的概念、公海的概念和地位、公海上的管辖权、国际海底区域的概念

和地位、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掌握：内水的范围和地位、港口、内海湾和内海峡领海的概念和地位、大陆架的地位、领海的法律制度、公

海自由制度。

习题要点：领海的划分、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的法律地位

第六章 航空法和外层空间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航空法的概述

一、航空法的形成与发展

二、空气空间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国际民用航空制度

一、航空器的国籍

二、国际航空运输制度

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第三节 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犯罪的惩治

一、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

二、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犯罪的管辖权

三、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犯罪的引渡及起诉

第四节 外层空间法概述

一、外层空间法的形成与发展

二、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第五节 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和制度

一、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

二、外层空间活动的制度

重点难点：



3. 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犯罪的惩治

4. 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和制度

教学要求

了解：航空法的形成与发展、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外层空间法的形成与发展。

理解：航空器的国籍、国际航空运输制度、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掌握：空气空间的法律地位、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犯罪的管辖权、危害国

际民用航空安全犯罪的引渡及起诉、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外层空间活动的制度。

习题要点：国际航空运输的制度、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第七章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概述

一、外交关系的外交关系法

二、领事关系和领事关系法

三、外交和领事机关

第二节 使馆制度

一、使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二、使馆的建立和使馆人员

三、使馆人员的派遣和接受

四、使馆职务

五、外交团

第三节 外交特权与豁免

一、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根据

二、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内容

三、使馆和享有特权与豁免人员的义务

第四节 特别使团制度

一、特别使团的概念和职务

二、特别使团的特权与豁免

第五节 联合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特权与豁免

第六节 领事制度

一、领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二、领馆的建立及其人员

三、领事职务

第七节 领事特权与豁免

一、领事特权与豁免的根据

二、领事特权与豁免的内容

重点难点：

4. 使馆制度

5. 外交特权与豁免

6. 领事特权与豁免



教学要求

了解：使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使馆的建立和使馆人员、联合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特权与豁免、领事制度

的产生与发展。

理解：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根据、特别使团的概念和职务、特别使团的特权与豁免、领馆的建立及其人员、使

馆人员的派遣和接受、领事特权与豁免的根据。

掌握：外交和领事机关、使馆职务、外交团、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内容、使馆和享有特权与豁免人员的义务、

领事职务、领事特权与豁免的内容。

习题要点：喎较特权与豁免

第八章 条约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条约的定义和特征

二、条约的名称

三、条约法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条约的缔结

一、缔约能力和缔约权

二、条约的缔结程序

三、条约的保留

三、条约的登记和公布

四、我国的缔约条约程序法

第三节 条约的效力

一、条约的生效

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三、条约对第三方的效力

四、条约的适用

五、条约的解释

六、条约的修订

第四节 条约的无效、终止和暂停施行

一、条约的无效

二、条约的终止

三、条约的暂停施行

重点难点：

1. 条约的解释

2. 条约的保留

教学要求

了解：条约法的历史发展、我国的缔约条约程序法。

理解：条约的登记和公布、条约的适用、条约的无效、终止和暂停施行。

掌握：条约的定义和特征、条约的名称、缔约能力和缔约权、条约的缔结程序、条约的保留、条约的生效、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条约对第三方的效力、条约的解释、条约的修订。



习题要点：条约的缔结程序、条约的生效

第九章 国际组织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组织概述

二、国际组织法

第二节 国际组织制度

一、国际组织的成员

二、国际组织的主要机关

三、国际组织的决策

第三节 联合国

一、概述

二、联合国的主要机关

三、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与安全制度

第四节 联合国专门机构

一、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概念

二、联合国专门机构简介

第五节 区域性国际组织

一、概述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简介

重点难点：

区域性国际组织

教学要求

了解：国际组织法、国际组织概况、国际组织的成员、联合国概况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概况。

理解：国际组织的主要机关、国际组织的决策。

掌握：联合国的主要机关、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与安全制度、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概念、联合国专门机构简介。

习题要点：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与安全制度

第十章 和平解决争端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争端的概念和种类

二、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第二节 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法

一、谈判

二、斡旋与调停

三、调查与和解

第三节 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

一、仲裁

二、司法判决



第四节 国际组织与国际争端的解决

一、普遍性国际组织与国际争端的解决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与国际争端的解决

重点难点：

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法与法律方法

教学要求

了解：普遍性国际组织与国际争端的解决、区域性国际组织与国际争端的解决。

理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掌握：国际争端的概念和种类、谈判、斡旋与调停、调查与和解、仲裁、司法判决。

习题要点：国际争端的解决

第十二章 战争法（3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战争和战争法概述一、

战争的概念及法律地位二、

战争法及其编纂

第二节 战争的开始及其法律后果

一、战争的开始

二、战争开始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战争法规

一、交战者、战区和战场

二、作战手段和方法

三、海战和空战的特殊规则

四、军事占领法规

五、战俘、伤病者和平民的地位

第四节 战时中立法

一、战时中立和中立法的概念

二、中立国和交战国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节 战争的结束

一、战争结束的概念

二、战争结束及其法律后果

第六节 战争犯罪的惩治

一、战争犯罪的概念

二、战争犯罪的审判和惩治原则

重点难点：

1. 战争法规

2. 战争犯罪的惩治

教学要求

了解：战争的概念及法律地位、战争法及其编纂、战争结束的概念。

理解：战争的开始及其法律后果交战者、战区和战场、作战手段和方法、海战和空战的特殊规则、军事占领



法规、战时中立和中立法的概念、战争结束及其法律后果、战争犯罪的概念、战争犯罪的审判和惩治原则。

掌握：战俘、伤病者和平民的地位、中立国和交战国的权利和义务。

习题要点：作战手段和方法、军事占领法规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闭卷，平时成绩 30%，期末考试 70%，侧重考核学生利用所学知识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推荐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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