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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提名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选举候选人简历 
 
 

  书记官长的说明 
 

 书记官长特此向缔约国会议提出缔约国提名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选举候

选人简历，该选举将在第二十四次缔约国会议上举行(见附件)。缔约国提名的候

选人名单载于 SPLOS/265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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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隆索·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墨西哥) 
 
 

学历 

– 法律学位(荣誉生)，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74 年) 

– 哲学研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70 年) 

– 完成瑞士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的博士学位课程和考试(1975-1977
年) 

教学活动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 Jorge Carpizo 博士的助理 
(1973-1974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教授(自 1978 年起)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和政治学院条约法和谈判技巧学教授

(1978-1979 年) 

– 泛美大学国际公法教授(1983 年、1984 年、1985 年、1988 年、2001 年) 

– 墨西哥外交部马蒂亚斯·罗梅罗研究所国际公法教授(墨西哥外交学

院)(1984 年) 

–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第十五期国际法培训

班教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课程(1988 年 8 月)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海洋和湖泊学研究所海洋法问题研讨会(1991 年) 

– 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国际公法教授(1995-1996 年) 

– 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普埃布拉校区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最终选择 B 组研讨

会(1997-1998 年) 

–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第二十七期国际法培

训班教授“国际法中的引渡”课程(2000 年 8 月) 

– 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国际责任问题研讨会(2001 年 1 月至 5 月) 

– 一些论文的导师 

专业活动  

– 获得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的奖学金(1973-1974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办公室法律实习生(1973 年 3 月-9 月)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和立法项目委员会顾问(1974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全职研究工作(自 1978 年起) 



SPLOS/266  
 

14-27406 (C)4/62 
 

– 出席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七、八、九和十期会议的墨西哥代表团成员

(1978-1981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人文学科技术委员会秘书(1978-1981 年) 

– 墨西哥外交部法律办公室顾问的顾问(1980-1984 年) 

– 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海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1-1982 年) 

– 墨西哥内政部法律办公室立法事务主任(1984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 Jorge Carpizo 博士的办公室主任(1985-1986 年) 

– 墨西哥国家研究系统成员，第二级(1987-2002 年) 

– 借调到纽约大学担任海洋法研究员(1987 年 6 月至 12 月)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大学》杂志主任(1988 年 6 月至 11 月) 

– 墨西哥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二等秘书，法国巴黎(1988 年 11 月至 1990
年 7 月) 

– 国家人权委员会特别事务顾问(1990 年 8 月至 1991 年 3 月) 

– 墨西哥众议院立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自 1992 年起) 

– 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墨西哥委员会成员(1991-1993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北美研究中心报告委员会成员(1992-2000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奖学金小组委员会成员 

– 美洲国家组织尼加拉瓜案三法律专家小组成员(1993年9月至1994年2月) 

– 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顾问(1993 年) 

– 墨西哥内政部部长顾问(1994 年) 

– 国际法协会墨西哥分会成员(1996-2002 年) 

– 国家科技委员会为支持研究项目而设立的社会学课程甄选委员会成员

和奖学金委员会成员(1997 年) 

– 得克萨斯大学贾迈尔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98 年 1 月至 7 月) 

– 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候补成员(1998-2001 年)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出版社《墨西哥法律词典》国际公法部

分协调员 

– 国家改革委员会国际法科成员(墨西哥)(2000 年) 

–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成员，巴西里约热内卢(2003-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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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国家组织海地案三法律专家小组成员(2002 年 4 月至 6 月) 

– 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自 2001 年起) 

–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的仲裁员(自 2002 年 11 月起) 

– 由联邦行政部门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的联邦透明度、获取信息和个人数

据研究所专员(墨西哥)(2002 年 9 月至 2009 年 9 月)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董事会成员兼常任秘书(自 2005 年 12 月起) 

文章 

– “ An á lisis del Reglamento para la expedici ó n de certificados de 
nacionalidad mexicana”Legislación y Jurisprudencia，墨西哥国立自治大

学，第 2 年，第 2 卷，1973 年 1-6 月 

– “Aspectos de la Reparación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第 28-29 号，

1977 年 1 月-8 月 

– “Problema del Previo Agotamiento de los Recursos Internos”Anuario Jurí
dic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第五、第六卷，1979 年 

– “La Historiografía y el estudio de los orígenes inmediatos de las guerras 
mundiales ”， Anuario Mexican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

ENEP-ACATLAN，1980-1981 年  

– “La enseñanz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1 年 

– “El estado actual de la Jurisdicción Internacional y el futuro de la misma”， 
Jurídica，伊比利亚美洲大学，1980 年  

– “La perspectiva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México y E. U. y la visita del 
Presidente Carter a México”，Perspectivas actuales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M
éxico y E. U.，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1 年  

– “El nuevo orden jurídico internacional”，Alcances y Perspectivas del 
Nuevo Orden Internacional，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马蒂亚斯·罗

梅罗，1981 年 

– Commentary to the paper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La Universidad y los 
Problemas Nacionales，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第十九卷 

– “La responsabilidad por contaminación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Relaciones México–Estados Unidos. Una visión Interdisciplinaria，墨西

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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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ectos del Nuevo Orden Jurídico Internacional”，为纪念 Vázquez del 
Mercado 博士而发表的论文，墨西哥，波鲁瓦，1982 年  

– “Consideraciones sobre la Responsabilidad Internacional del Estado sin 
hecho ilícito y la contaminación marina”，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2 年 9 月-12 月  

– Contributor to the book Introducción al Derecho Mexicano in the chapter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3
年重印  

– “El derecho de asilo en el sistema jurídico internacional”，为纪念 
Roberto L. Mantilla Molina Porrúa 而发表的论文，墨西哥，1984 年 

– “A propósito del Ixtoc I. Problemas planteados por la contaminación resultante 
de la explotación de los fondos marinos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Anuario Jur
ídico，第十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3 年  

– “Concepto de Responsabilidad Internacional del Estado en Hans Kelsen”，
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4 年  

– “La Convención de Naciones Unidas sobre el Derecho del Mar y la 
Explotación de los Fondos Marinos”，Anuario Mexican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第三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2 年  

– 参与编写《墨西哥法律词典》关于国际公法的章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 “Notas sobre el llamado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Desarrollo”，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7 年 9 月-12 月  

– “Palestina: integración de un Estado”，为纪念 Yolanda Frías 而发表的论

文，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1 年 

– “Aspectos Internacionales del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Acta，1991
年 7 月-8 月 

– “La enseñanz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esfera internacional”，Bolet
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2 年 

–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Problemas de su 
enseñanza”，Fundación Siglo XXI，第二卷 

–“Seguridad internacional colectiva y Crisis del Golfo Pérsico”，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2 年 

–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como principio normativo”，7 
Principios básicos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México，PRI，Comisión 
Nacional de Asuntos Internacionales，199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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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risdicción interna，principio de no-intervención y derecho de injerencia 
humanitaria”，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

治大学，1993 年 

– “Reglamentación jurídica de la Zona Económica Exclusiva”，El régimen 
jurídico de la pesca en Méxic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Pesca 秘书处，墨

西哥，1994 年 

– “Concepto de Delito Político”，为纪念塞萨尔·塞普尔韦达而发表的论

文，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4 年 

– “Régimen Jurídico de los Tratados en México”，Problemas actuales del 
Derecho Constitucional，为纪念 Jorge Carpizo 而发表的研究报告，墨西

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4 年 

–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nueva Ley de Nacionalidad Mexicana”，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4 年 

– “El Derecho a la intimidad y el Derecho a la libertad de expresión: 
Derechos Humanos fundamentales”，Ars Iuris，泛美大学，1995 年 

– “双重国籍”，墨西哥之音，第 33 号，1995 年 10 月-12 月 

– “La Carta de la OEA y los Protocolos de Buenos Aires，Carta de Indias， 
Washington y Managua”，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第

84 号，1995 年 9 月-12 月 

– “¿´Tiene el Poder Ejecutivo de los E.U.autoridad para interpretar y en su 
caso violar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5 年 

– “Le Traité Américain du Règlement Pacifique e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1995 年 

– “Interpretación de los Tratados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Positivo”，Legal 
Essays in Honour of Santiago Barajas，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5 年 

– “Aproximaciones al marco jurídico internacional del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con América del Norte”，El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de Amé

rica del Norte，第二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3 年 

–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rge 
Castañeda， CM-SRE，墨西哥，1995 年 

– “Notas sobre la Extradición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a la luz del Caso 
Álvarez Machain ”， Boletim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第五十五年第 87 号，199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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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o relativo al diferendo fronterizo terrestre， insular y marítimo， entre 
El Salvador y Honduras (Nicaragua)，fallado por la Corte de la Haya el 11 
de septiembre de 1992”，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第 85
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5 年 

– “En torno a la Ley Helms Burton de 1996”，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第 88 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97 年 

– “墨西哥允许双重国籍”，墨西哥之音，第 39 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1997 年 

– “La soberanía de los Estados sobre sus recursos naturales，Lex，1997 年

3 月 

–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El papel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América. 
La Soberanía Nacional en la era de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墨西哥，墨西

哥国立自治大学-美国国际法学会，1997 年 

– “César Sepúlveda. El Derecho de Gentes y la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en los umbrales del siglo XXI”，Política Exterior，第 51 号，S.R.E.，
1996-1997 年 

– Commentary to Articles 30，32 and 37 of the Constitution to update the book 
Derechos del Pueblo Mexicano. México a través de sus Constituciones，V. 
i，T 13，墨西哥，众议院，1997 年 

– “Acuerdo vigente desde el 28 de julio， relativo a la aplicación de la parte 
XI de la Convención de Naciones Unidas sobre el Derecho del Mar”，
(Legislative review)，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

立自治大学，1998 年 

– “Nexos entre la Comisi ó n y la Corte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Ars Iuris，第 17 卷，墨西哥，泛美大学，1997 年 

– “Métodos de Delimitación en Derecho del Mar，y el problema de las 
islas”， 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1998 年 

– “ Naturalez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su validez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nsuetudinario”， Liber amicorum Héctor Fix Zamudio，哥

斯达黎加圣何塞，美洲人权法院书记官处，1998 年 

– “Caso da Crise Institucional da Nicaragua(1993-1994)，Boletim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第 113/118 号，1998 年 6 月-12 月 



 SPLOS/266

 

9/6214-27406 (C) 

 

– “Los Tratados Internacionales， el Derecho a la Información y el respeto a 
la vida privada”(合著)，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第 97
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00 年 

– “Métodos de delimitación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Mar y el problema 
de las islas”，Los Espacios Marítimos y su Delimitación，Secretaría de 
Energía，墨西哥，1999 年 

– “El alegato de genocidio y de ‘Jurisdicción Universal’，en casos de extradici
ón internacional”，Jurídica，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2001 年 

– “Los Tratados Internacionales，el Derecho a la Información y el respeto a la 
vida privada”，Revista Argentina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 año 2，2001 年 

– “La migración en el marco de las mutaciones actuales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Estudios en torno a la migración，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

治大学，2001 年 

– “将外交政策原则提升至宪法层级”，墨西哥之音，第 56 号，墨西哥，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01 年 

– “Consideraciones en torno a las operaciones para el mantenimiento de la 
paz”，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第 103 号，墨西哥国立

自治大学，2002 年 

– “La Plataforma Continental México–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El Caso 
del Polígono Occidental en el Golfo de México”，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第二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02 年 

– “Acceso a datos personales y expediente clínico，como derecho humano 
fundamental”，为纪念 Emilio Rabasa Mishkin 而发表的论文，2010 年 

– “Caso González y otras(Campo Algodonero) vs México.CIDH. Sentencia 
del 16 de noviembre de 2009 ”， Revista Mexicana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10 年 6 月-12 月 

– “Caso‘La última Tentación de Cristo’(Olmedo Bustos y otros) vs Chile. 
Sentencia del 5 de febrero de 2001”，Revista Mexicana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11 年 6 月-12 月 

– “Corte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Desaparición forzada de 
personas”，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墨西哥国立自治

大学，2012 年 

– “Estatuto Jurídico del Juez Constituc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uropa”，
为纪念 Jorge Carpizo 博士而发表的论文，简述，墨西哥，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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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La Soberanía de los Estados sobre sus Recursos Naturales，(compiler)，墨

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0 年 

– Relaciones M é xico-Estados Unidos. Una visi ó n interdisciplinaria ， 
(compiler)，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1 年 

– Responsabilidad Internacional por daños transfronterizos，(Liability for 
ultrahazardous activities)，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3 年 

– El Nuevo Derecho del Mar. Guía Introductiva a la Convención de Montego 
Bay (新的国际海洋法)，墨西哥，波鲁瓦，1986 年 

– Jurisprudencia Internacional en materia de Delimitación Marítima(海洋划

界方面的国际判例)，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89 年 

– United States vs Alvarez Machain，危地马拉，1993 年 

– Temas Selectos de Derecho International(国际法论集)，墨西哥，墨西哥国

立自治大学，1983 年，增编第五版，2008 年 

– Extradición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 aspectos y tendencias relevantes，墨

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增编第二版，2000 年 

–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Mar. Panorama del Derecho Mexicano (国际海洋

法概述)，墨西哥，麦克格劳山，1997 年 

–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美洲体系中的人权)，墨

西哥，波鲁瓦，2000 年 

– Diccionario de Derecho International (同 J. Witker 合著)，(国际法词典)，
墨西哥，波鲁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01 年 

– Protección de datos personales en México. El Caso del Poder Ejecutivo 
Federal (同 Lina Ornelas 合著)(墨西哥的个人数据保护问题，墨西哥的行

政权力案)，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06 年 

– Caso de las Actividades Militares y Paramilitares en y contra Nicaragua(国
际法院)(关于尼加拉瓜境内及反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墨西

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2011 年 

其他活动 

– “Evaluación sucinta de las relaciones históricas México-Estados Unidos”，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79 年 2 月 20 日 

– 为庆祝墨西哥国立大学实现自治，为 César Sepúlveda 教授在“XX 圆桌

会议”课程关于国际政策的论文作评论，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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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美国关系问题讲座协调员，讲座题目是：“Problemas de la 
Responsabilidad Internacional por contaminación”，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1980 年 7 月 

– “La enseñanz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关于法律与国际关系的课程

㈡，克雷塔罗，1980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 

– “El Nuevo orden jurídico internacional”，为 César Sepúlveda 教授的论文

作评论。墨西哥外交部马蒂亚斯·罗梅罗研究所，1980 年 1 月 

– “Teoría y práctica de la responsabilidad internacional por contaminación 
marítima”，讲座，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学院，1981 年 5 月 12 日 

– “Responsabilidad International por daños transfronterizos”，新莱昂州自治

大学，1983 年 3 月 3 日 

– “La Explotación de los fondos oceánicos más allá de la jurisdicción 
nacional”，关于社会领域的法规课程，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

1983 年 4 月 22 日 

– “El derecho de asilo en el sistema jurídico internacional”，墨西哥外交政

策的法律方面问题会议，1983 年 7 月 14 日 

– “El Caso del Ixtoc I y su incidencia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Mexicana”，为

纪念 Isidro Fabela 而举办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讲座，克雷塔罗，1984 年 5
月 3 日 

– “Reflexiones sobre el Embargo atunero”，关于面对美国的墨西哥和拉丁

美洲问题第一次大学大会，1987 年 6 月 

– “Constitución y Política Exterior”，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

1987 年 5 月 

– “Problemas jurídicos actuales del nuevo orden económico internacional”，
国际法新趋势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前景问题国际会议：墨西哥的情况，克

雷塔罗，1991 年 4 月 

– “La enseñanz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
blico”，第一届人权教育论坛，墨西哥人权学院，1990 年 11 月 30 日 

– “Viola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s relaciones México-Estados 
Unidos”，人权讲习班，瓜纳华托，1991 年 11 月 

– “La eventual reorganización y el futuro de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一颗人人共有的行星，讲座系列，墨西哥国际问题研究协会，

萨卡特卡斯，199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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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ante las transformaciones mundiales”，融合、

分解和再融合，墨西哥国际问题研究协会，阿卡普尔科，1993 年 3 月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学院研究班，“El Caso Álvarez 
Machain”，1993 年 12 月 

– “México y su política exterior”，为纪念 Ignacio L. Vallarta 而举行的讲

座，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1993 年 10 月 

– “NAFTA y América Latina. Retos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Peruana en el 
Nuevo Escenario Internacional”，秘鲁国际研究中心，秘鲁利马，1993 年

11 月 

–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在国家人权委员

会主持下举办的讲座，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1993 年 

– “Solución de controversias y el Nuevo Tribunal del Derecho del Mar”，新

的海洋法，海洋大学，瓦哈卡，1994 年 11 月 

– “Reformas a la Carta de la ONU”，国际学会，跨国和超国家，特拉斯卡

拉，1994 年 10 月 

– “墨西哥和美国的《北美贸协》法律制度”，西加利福尼亚法学院，加

利福尼亚，圣地亚哥，1994 年 4 月 

– “Protección de la privacía frente al Estad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

究所，1995 年 11 月 

– 参加联合国国际公法大会，纽约，1995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 

– “La ONU frente a una definición del Derecho del Desarrollo”，纪念联合

国成立五十周年，基督教社会道义研究所，1995 年 10 月 

–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和美洲国际法

学会组办的会议，国际法在美洲的功能，1996 年 6 月 6 日和 7 日 

– 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座谈会，纽约，1997 年 10 月 28 日和 29 日 

– “El Caso Pinochet”，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学院，1999 年 4 月 

– “Algunos problemas acerca de la enseñanz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
blico”，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法培训班，蒙得维的亚，1999 年 10 月 

– “La Extradición en Derecho Internacional”，新世纪的法律问题，恰帕斯

州大学，1999 年 11 月 10 日-12 日 

– “Primeras aproximaciones al derecho de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pública”，关

于透明度、获取信息和个人数据问题的研讨会，墨西哥，200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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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ción de datos personales y el expediente clínico”，关于透明度、

获取信息和个人数据问题的研讨会，墨西哥，2005 年 6 月 

– “Rendición de cuentas”，关于透明度、获取信息和个人数据问题的研讨

会，墨西哥，2006 年 6 月 

– 参加反腐败、善治和人权问题国际会议，巴黎，2009 年 6 月 24 日-26 日 

– “Les limitations et les nouveaux instruments pour réglementer le future de 
la vie privée”30é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s Commissaires a la 
protection des données et de la vie privée.法国斯特拉斯堡，2008 年 10 月

11 日-19 日 

– “Seguridad Nacional y transparencia”，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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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哈穆德(伊拉克) 
 
 

[原件：阿拉伯文和英文] 

出生日期：1936 年 

学历 

1959 年：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法学学士 

1965 年： 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公法研究生文凭 

1967 年： 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公法博士 

1973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文凭 

语言 

阿拉伯语、法语、英语 

经历 

1959-1962 年、

1988-2003 年、

2010年起至今： 

 
 
律师 

1969-1973 年：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法学院大学国际法讲师 

1973-1981 年、

1986-1988 年：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 

1974-1979 年：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负责人 

1981-1986 年： 全权公使，当时的外交部大使 

1981-1986 年： 外交部法律司司长，伊拉克巴格达 

1997-2003 年： 外交部法律专家委员会成员，伊拉克巴格达 

1999-2003 年： 伊拉克外交部长法律顾问，伊拉克巴格达 

2003-2004 年： 大使，外交部法律司负责人，伊拉克巴格达 

2004-2010 年： 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法律和国际组织司和人权事务司 

2006 年，我在外交部所担负的责任里增加了监督下列各司工作的任务：  

- 行政和财政事务司 

- 领事事务司 

- 礼宾司 

- 工程和通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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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起至今： 海牙国际仲裁法院成员 

2010年起至今： 伊拉克外交部长高级顾问 

2013-2014 年： 仲裁小组成员，伊拉克航空公司-Horse 公司，开罗 

 一些法律和科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出版物 

文章 

Apartheid and International Law，Article published at the Palestinian Studies Center 
Review，1972 年  

Preamble of Treaties，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Law Review Journal，巴格达，1974 年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opulation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Article 
published at the Review of Arab Studies，开罗，1975 年(以法文发表)  

Right of Access to the Sea for Landlocked Countries，Article published at the Iraqi 
Scientific Academy Review，巴格达，1980 年  

Armed Conflicts in Non- Aligned Countries，Article published at the Generations 
Studies Review，巴格达，1981 年  

Legal Syste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Article Published at the Review 
of Arab Studies Center，贝鲁特，1982 年  

Human Rights in Mesopotamia，Article published at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Human Rights，巴黎，1986 年(以法文发表)  

著作 

欧佩克，博士论文，法国，1974 年(以法文发表)  

国际海洋法：国家司法管辖区，巴格达，1990 年  

国际海洋法：公海，巴格达，2000 年  

国际海洋法，安曼，2008 年，2011 年  

国际法研究，约旦安曼，2013 年  

学术研究主管  

在过去 30 年中，我在伊拉克一些大学督导了几十篇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这

些论文涵盖了海洋法的各个方面，包括：关于海底勘探和开发的法律制度、关于

国际海峡的法律制度、国际海界的划界、大陆架划界、关于国际水道、国际运河

的法律制度，等等。 

在伊拉克的大学里担任了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审查和查看了几十份博士和硕士研

究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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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专题讨论会  

专题讨论会：亚洲国家的国际法，菲律宾马尼拉，1969 年  

专题讨论会：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海牙，1973 年  

专题讨论会：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日内瓦，1974 年  

专题讨论会：斯特拉斯堡人权研究生，斯特拉斯堡，1975 年  

专题讨论会：阿拉伯律师联合会： 以色列对在奥斯拉克的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袭

击，巴格达，1982 年  

专题讨论会：海洋项目，突尼斯，1981 年  

讲习班：在保护海底海洋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牙买加金斯敦，2002 年  

关于返还/收回文化占有物和打击这类物品走私行为的专家会议，韩国首尔，2002 年  

参加各类国际会议  

出席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各次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1975-1982 年 

代表伊拉克签署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牙买加  

自国际海底管理局筹备委员会成立至 1986 年、然后是 2001 年和 2002 年，一直

担任出席该筹备委员会各次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团长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阿拉伯国家起草组协调员  

阿拉伯联盟常设法律委员会主席，1982-1986 年  

出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各届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新德里(1976 年)、 巴
格达(1977 年)和多哈(1978 年)  

出席阿拉伯海洋法专家委员会各次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1975-1982 年  

参加修改《阿拉伯联盟》政府专家委员会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出席一些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高峰会议和国家首脑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作为伊拉克外交部长和共和国总统个人特使就两伊武装冲突问题面见伊斯兰会

议主席，1980-1988 年  

出席联合国海湾战争赔偿委员会各次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就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导致破坏阿拉伯海湾环境问题进行谈判的伊拉克代表团团长  

出席伊斯兰会议组织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出席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一些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在欧佩克司法法院就“通过伊拉克输油管流向叙利亚的油流中断”一案而出庭的

辩护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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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联合国大会届会一些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出席安全理事会就两伊冲突问题举行的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关于“拟订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原则”的联合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 年 

“设立起草伊拉克宪法机制”的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巴格达，2003 年  

作为伊拉克政府法律专家出席联合国海湾战争赔偿委员会会议  

负责就解决与伊拉克在土耳其的财产和土耳其在伊拉克的财产相关问题达成协

议的伊拉克代表团团长，1984 年  

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活动  

伊拉克同邻国的边界 

在就伊拉克-约旦国界的划界问题进行谈判期间担任伊拉克代表团的法律专家，谈

判结束时签署了《1984 年伊拉克-约旦边界协定》 

在就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两国之间的国界进行谈判期间担任伊拉克代表团的法律

专家，谈判结束时签署了《1984 年伊拉克- 沙特阿拉伯边界协定》  

在伊拉克-土耳其联合划界委员会中担任伊拉克代表团团长，1982-1986 年  

自 1981 年起至今一直负责处理与伊拉克-伊朗共同边界相关的后续问题  

在伊拉克-科威特联合委员会中担任伊拉克代表团团长，目的是落实联合国关于两

国划界问题的决议。自那时以来，委员会完成了对边界界石地点的核查工作。委

员会还讨论了与两国共同边界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  

 1. 相连的油田； 

 2. 为控制边界安全和打击走私而采取的措施； 

 3. 对受划界影响的伊拉克国民的与赔偿相关的问题；  

 4. 审查与两国共同海界相关的所有问题； 

 5. 在阿卜杜拉湾和其他通往两国港口的航行水道的航行；  

负责划定伊拉克领海基线的国家委员会负责人  

在就伊拉克和欧盟之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进行谈判期间担任伊拉克代表团

团长  

在就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法律地位进行谈判期间担任伊拉克代表团团长  

在就伊拉克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协议进行谈判期间是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第二次海湾战争的赔偿问题  

负责监督伊拉克对各种索赔所作法律答复的法律专家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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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监督起草一些由伊拉克政府直接和/或通过国际律师事务所作出的对索赔的

法律答复的法律主管  

以外交部主管法律事务副部长兼法律司司长的身份监督伊拉克外交部的法律赔

偿索赔档案  

国际诉讼  

在欧佩克司法小组的伊拉克政府诉叙利亚政府法律案件中是伊拉克律师小组成员  

国际河流  

在伊拉克和土耳其就伊拉克对共同水道的权利进行谈判期间是伊拉克代表团成

员，还是伊拉克外交部水道档案的协调人  

海洋法  

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1975- 1982 年各次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担任阿拉伯国家起草委员会协调员  

被出席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代表认可为海洋法专家 

出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各次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团长 

战俘、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两伊军事冲突期间担任战争受害者委员会负责人，1981-1986 年  

代表伊拉克政府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就与战俘相关的问题进行谈

判，1981-1986 年  

在外交部担任主管伊拉克移民和流离失所者档案的协调员和官员  

出席关于伊拉克移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日内瓦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伊拉克国际契约  

伊拉克国际契约筹备委员会成员  

伊拉克国际契约巴格达扩大委员会成员  

关于伊拉克国际契约倡议的伊拉克政府协调员  

伊拉克宪法起草委员会 

“设立起草伊拉克宪法机制的委员会”副主席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在伊拉克外交部担任负责同联合国及其在伊拉克运作的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员

和主管人，在伊拉克外交部担任负责伊拉克和欧盟之间关系的协调员  

在外交部担任负责伊拉克同所有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员和主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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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担任负责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之间关系的协调员  

出席伊拉克问题布鲁塞尔会议的伊拉克筹备委员会负责人  

阿拉伯国家联盟 

1. 常设法律委员会负责人，1982-1986 年 

2. 阿拉伯联盟宪章修改委员会成员  

3. 阿拉伯联盟研究所讲师  

4. 出席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外交部长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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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海达尔(冰岛)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2 年 8 月 10 日生于冰岛雷克雅未克  

专业工作 

冰岛外交部法律顾问，1996 年起至今 

国家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2000 年起至今  

与冰岛加入欧洲联盟谈判有关的渔业谈判委员会副主席，2009-2013 年  

关于斜竹荚鱼渔业问题的冰岛首席谈判代表，2009-2012 年 

冰岛出席国际捕鲸委员会会议专员，2009-2012 年  

冰岛外交部副法律顾问，1996 年  

国家公海渔业委员会秘书，1994-1995 年 

Thorolfur Kristjan Beck、Fridjon Orn Fridjonsson 和 Tomas H. Heidar 律师事务所律

师，雷克雅未克，1988-1992 年 

任命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任命的调解员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任命的制裁员 

为提名竞选国际法院和法庭成员的候选人而组成的国家小组成员  

出席各类国际会议 

众多各类国际会议，包括：  

出席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的代表团团长，1997 年起至今 

出席 1995 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缔约方非正式协商的代表团团长，2002 年

起至今 

出席 1995 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审查会议的代表团团长，2006 年和 2010 年 

出席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及其为审议冰岛的呈件而设立的小组委员会会议的代表

团团长，2013–2014 年  

出席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会议的代表团团长，2000–
2007 年  

出席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不限

成员名额非正式特设工作组会议的代表团团长，2006 年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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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谈判关于海洋和海洋法及可持续渔业问题大会决议的非正式协商的代表团

团长，1997 年起至今  

联合国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会议，1994–1995 年 

参加谈判粮农组织《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港口国

措施协议》的代表团团长，罗马，2008-2009 年  

参加谈判粮农组织《公海深海捕捞管理国际准则》的代表团团长，罗马，2008 年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会议，罗马，2007 年  

公海渔业治理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会议：言出必行；加拿大政府在冰岛海

洋法研究所的支持下组办，加拿大圣约翰，2005 年 

雷克雅未克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会议；冰岛政府和粮农组织组办，2001 年 

联合国大会关于海洋和海洋法问题的一般性辩论，1997 年起至今 

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1997 年起至今 

在联合国举行的法律顾问非正式会议，1997 年起至今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的代表团团长，2002-2004 年  

出席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罗马规约》)的代表团团

长，罗马，1998 年  

参加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团团长，1996-1998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波恩，1999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届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1998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京都，

1997 年  

国际捕鲸委员会年度会议，2001-2003 年和 2009-2011 年(2009-2011 年担任代表团

团长)  

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会议，1996 年起至今  

北欧国家外交部长法律顾问会议，1996 年起至今 

奥斯陆和巴黎委员会年度会议(《奥斯陆和巴黎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1997 年起至今 

出席北大西洋鲑鱼养护组织年度会议的代表团团长，1997 年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年度会议，1997-2002 年  

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年度会议，1997-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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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沿海国关于东北大西洋捕捞斜竹荚鱼问题谈判的代表团团长，2010-2012 年  

为准备进行加入谈判而同欧洲联盟就渔业问题举行的各次会议，2010-2011 年 

参加同联合王国、冰岛和丹麦/法罗群岛就哈顿——罗科尔区大陆架问题协商的代

表团团长，2001 年起至今  

参加同丹麦/格陵兰就格陵兰和冰岛之间大陆架划界问题谈判的代表团团长，

2012-2013 年  

参加同挪威和丹麦/法罗群岛就冰岛、挪威和法罗群岛之间的大陆架划界问题谈判

的代表团团长，2006 年  

参加同丹麦/法罗群岛就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海洋区域划界问题谈判的代表团团

长，1996-2007 年  

参加同丹麦/格陵兰就冰岛和格陵兰之间海洋区域划界问题谈判的代表团团长，

1996-1997 年  

关于东北大西洋捕捞大西洋-斯堪的纳维亚鲱鱼问题的沿海国谈判，1996-2000 年  

同挪威和俄罗斯谈判捕捞巴伦支海鳕鱼问题，1994-1999 年 

学术活动 

冰岛海洋法研究所所长，2002 年起至今 

罗得大洋法和政策学院共同院长兼讲师，2003 年起至今 

冰岛大学法学院讲师，1998 年起至今  

雷克雅未克大学法学院客座讲师 

阿克雷里大学极地法研究所客座讲师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客座讲师 

阿克雷里大学极地法研究所董事会成员 

冰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北极政策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  

《北欧国际法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Aegean Review of the Law of the Sea and Maritime Law 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Leifur Eiriksson Moot Court Club 俱乐部董事会成员(促进冰岛法律专业学生参加 
Philip C.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比赛)，2001 年起至今 

作品和出版物 

有许多作品和出版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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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in Areas of Overlapping Claims: The 
Nordic Model (即将出版), in Liber Amicorum Satya N. Nandan, 2014 年  

Changes in the Arctic Environ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editor with Nordquist 
and Moore), Martinus Nijhoff, 2010 年 

The Legal Regime of the Arctic Ocean, in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ZaöRV),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erlag W. 
Kohlhammer, 2009 年, and in New Chances and New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10 年  

The New Ocean Boundaries (Havets nye grænser, in Danish), Rotary Norden, 2008 年 

Law, Science and Ocean Management (co-editor with Nordquist, Long and Moore), 
Martinus Nijhoff, 2007 年  

The Three Cod Wars–the History of the Fisheries Zone Dispute 1948-1976 (Þorskastr
íðin þrjú–saga landhelgismálsins 1948-1976, in Icelandic) (editor and author of 
Prologue and Epilogue), 冰岛海洋法研究所, 2006 年 

Emerging UN Law of the Sea Issues, i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China, Martinus Nijhoff, 2006 年  

Legal and Scientific Aspects of Continental Shelf Limits (co-editor with Nordquist and 
Moore), Martinus Nijhoff, 2004 年  

Legal Aspects of Continental Shelf Limits, in Legal and Scientific Aspects of 
Continental Shelf Limits, Martinus Nijhoff, 2004 年  

Legal Statu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Delineation of the Icelandic Continental 
Shelf (Réttarstaða landgrunnsins, réttur strandríkja til landgrunns og afmörkun íslenska 
landgrunnsins, in Icelandic), in Líndæla, Liber Amicorum Sigurður Líndal, Hið 
íslenska bókmenntafélag, 冰岛, 2001 年  

Settlement of Fisheries and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Lausn deilna við nágrannaríkin á  sviði fiskveiða og hafré ttar, in 
Icelandic), in Sjávarsýn, Njördur, 冰岛, 1999 年  

Lawmaking of Courts i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Richterliche Rechtsfortbildung 
im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srecht, in German), Europa Institut, 1994 年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Friðhelgi ríkja og eigna þeirra 
gagnvart lögsögu dómstóla annarra ríkja, in Icelandic),冰岛大学,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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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题小组成员出席学术会议 

许多学术会议和专题讨论会，包括： 

大陆架和“区域”制度的科学和法律方面问题第四次国际专题讨论会，中国海洋

发展战略研究所和第二海洋研究所组办，西安，2014 年：关于 200 海里之外争议

区域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大陆架划界和确定问题的发言：北欧模式  

渔业研讨会-《海洋法公约》和其他文书和倡议，布拉西利亚，2014 年：几次讲座 

北极圈，2013 年大会，雷克雅未克：关于冰岛大陆架问题的发言  

大陆架和“区域”制度的科学和法律方面问题第三次国际专题讨论会，中国海洋

发展战略研究所和第二海洋研究所组办，北京，2012 年：与扩展大陆架和“区域”

相关问题会议的主席和扩展大陆架近期事态发展情况会议的评论员  

北极环境变化与海洋法，弗吉尼亚大学大洋法和政策中心、冰岛海洋法研究所等组

办，阿拉斯加，西沃德，2009 年：大陆架界限和管辖权问题小组主持人和评论员  

鱼类养护及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问题专题讨论会，国际海洋法基金

会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组办，汉堡，2009 年：关于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

捞活动问题的发言：关于港口国措施的协议 

北极地区的新机遇和新责任会议，德国联邦外交部同挪威和丹麦两国外交部合作

组办，柏林，2009 年：关于北极洋法律制度的发言  

北大西洋海岸警卫队论坛，2009 年，冰岛阿克雷里：关于从法律角度看北极的发言  

海事保安方面的法律挑战问题会议，弗吉尼亚大学大洋法和政策中心等组办，海

德堡，2007 年：海盗问题小组主持人  

法律、科学和海洋管理问题会议，弗吉尼亚大学大洋法和政策中心、冰岛海洋研

究所、冰岛马丁·赖恩科学研究所、冰岛国立大学海洋法和大洋政策中心组办，

都柏林，2006 年：海洋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与海洋法问题小组主持人  

海洋法和中国的近期发展情况会议，弗吉尼亚大学大洋法和政策中心、冰岛海洋

法研究所等组办，中国西安，2005 年：关于新出现的联合国海洋法问题的发言  

大陆架界限的法律和科学方面问题会议，弗吉尼亚大学大洋法和政策中心及冰岛海

洋法研究所组办，雷克雅未克，2003 年：关于大陆架界限的法律方面问题的发言  

关于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孟加拉国诉缅甸一案中的判决的专题讨论会，冰岛海洋法

研究所组办，雷克雅未克，2012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问题专题讨论会，冰岛海洋法研究所组办，

雷克雅未克，2008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关于北极洋的法律地位的专题讨论会——谁拥有北极？冰岛海洋法研究所组办，

雷克雅未克，2007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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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捕鲸的法律基础专题讨论会，冰岛海洋法研究所组办，雷克雅未克，2006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关于三次鳕鱼战争的会议——纪念解决渔业区争端 30 周年，冰岛海洋法研究所

组办，雷克雅未克，2006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专题讨论会，冰岛海洋法研究所组办，雷克

雅未克，2006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斯瓦尔巴特群岛问题专题讨论会，冰岛海洋法研究所组办，雷克雅未克，2005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石油法和东北大西洋石油资源开发专题讨论会，冰岛海洋法研究所组办，雷克雅

未克，2004 年：主持人和评论员  

学历 

萨尔兰大学欧洲研究所，德国萨尔布吕肯：欧洲研究毕业证书（欧洲共同体法律、

国际公法），1993-1994 年  

欧洲大学研究所欧洲法学院，意大利菲耶索莱：欧洲共同体法律、欧洲人权法及

法律与社会问题暑期培训班，1993 年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公法、欧洲共同体法律、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 
1992-1993 年 

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暑期班，1988 年 

冰岛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者(文科学士+法律硕士),1982-1988 年 

荣誉 

芬兰金狮一级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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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伯特·雅各布斯·霍夫曼(南非) 
 
 

个人资料 

出生日期： 1955 年 5 月 18 日，南非，范德拜尔帕克 

语言： 英语、南非荷兰语和初级德语 

学历 

1979 年：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学士 

1982 年：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法律学士 

1987 年：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法律硕士(成绩良好) 

1990 年： 比勒陀利亚大学法律硕士班(课程：跨国企业法、海事法、国际人

权法、国际组织) 

2003 年： 纽约训研所/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班(课程：战争法理学与国际

人道主义法) 

现任职务 

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德国汉堡(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  

国际海洋法法庭副庭长，德国汉堡(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  

曾任职务 

2005-2011 年： 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成员 

2004-2006 年： 外交部法律事务首席主任，比勒陀利亚 

1999-2003 年：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纽约 

1992-1999 年： 外交部首席国家法律顾问，比勒陀利亚 

1990-1991 年： 外交部资深国家法律顾问，比勒陀利亚 

1983-1989 年： 外交部国家法律顾问，比勒陀利亚 

1980-1982 年： 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约翰内斯堡 

1978-1979 年： 南非荷兰语学生联合会和学生新闻联合会秘书长 

1976-1977 年： 一家日报的法院和政治新闻报道员，约翰内斯堡 

1974-1975 年： 治安法庭律师助手，约翰内斯堡 

所属专业团体 

• 南非最高法院辩护律师 

• 国际法协会南非分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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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国际法年鉴》编辑委员会成员 

专业经验 

• 就国际法及其适用问题向南非政府、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提供咨询意见  

• 向南非外交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的全面指导、管理和协调 

• 在就涉及外交关系和政策的法律问题进行的国际、区域和双边谈判中代

表南非政府  

• 参加关于各类国际法主题的国际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 

• 代表南非政府进行国际诉讼和解决争端 

• 为落实南非的国际义务和承诺拟订法规 

• 起草为使南非的国际义务和承诺生效的法规  

• 就国际协议的缔结、批准和相关立法问题向议会委员会作简报 

• 就共同关注的事项并为寻求外交政策的目标联络决策者、外国政府代

表、战略伙伴、学术机构、法律界、民间社会和其他有关人员 

• 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编纂 

• 讲授国际法的题目 

宪法谈判 

1994 年之前，参与宪法和国际谈判，为南非迈向新的民主秩序作出准备  

代表政府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国际机构谈判，以签订能促进难民遣

返和政治流亡者返回南非的协定  

代表外交部出席多党谈判（民主南非大会）和制宪过程，主要处理将 Transkei、
Bophuthatswana、Venda 和 Ciskei 等前国土重新纳入南非的事项  

就新南非宪法的国际法规定以及与南非国际边界和海洋边界有关的问题向制宪

大会属下的一个技术小组委员会提供咨询  

在临时宪法和宪法定本生效之前就过渡安排的事宜向过渡执行理事会提供咨询

意见 

在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谈判、制宪过程和筹备工作中代表前政府  

担任一个谈判小组的成员，目的在于为沃尔维斯湾设立一个联合行政当局并处理

这个飞地（包括 12 个所谓企鹅岛）最终将移交纳米比亚的问题  

国际经验 

就南非重新加入国际社会、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加入众多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向新

选出的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和技术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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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南非政府参加国际谈判和会议，其中涉及广泛的问题和题目，例如引渡、法

律互助、过境犯罪、投资保护、边界争端、外交和领事法、海洋法、南极、海洋

划界、海上捕鱼、海洋污染、向海里倾倒垃圾、海运、沿岸地区管理、国际水法、

环境保护、有毒废物的过境运输、臭氧消耗、国际法、国际刑事法、国际人道主

义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联合国法等 

引起对海洋管治和海洋法的兴趣及发展有关的专门知识。 

海洋法 

• 担任南非政府在与海洋法相关问题上的顾问；在南非最初签署和后来批

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及与执行《公约》第十一部

分有关的《协定》方面发挥了作用(1984-1998 年)  

• 担任一个部门间委员会的协调员，该委员会为落实南非的国际权利和义

务拟订海洋区法和海洋生物资源法(1990-1999 年) 

• 参加海洋法缔约国会议及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非正式协商过程的南非

代表(1998-2005 年) 

• 经常参与联合国大会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年度辩论及起草有关这一议

程项目的决议(1998-2005 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 

• 出席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和理事会的南非代表(1999-2005 年) 

• 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和主席(2002-2005 年) 

• 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委员会成员(1999-2002 年) 

• 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设立的一个调解委员会的主席(2002-2005 年) 

海洋渔业 

• 担任关于在南非水域的非法捕鱼及在南大洋的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

捕捞问题的南非政府顾问(1998-2004 年) 

• 在南非接受《联合国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种的协

定》方面发挥了作用，并参与缔约国之间的协商(1998-2004 年) 

• 出席各种与捕鱼和海洋法相关的会议的南非代表团顾问和成员，即东南

大西洋渔业组织、养护和管理印度洋南部和东南大西洋渔业资源公约、

设立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协定、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以及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1986-1996 年) 

• 代表南非政府参加同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的双边渔业委员会(1985-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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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边界和划界 

• 担任在南非海洋边界的确定和划界方面的南非政府顾问(1986-2005 年)  

• 海洋边界及南非/纳米比亚和南非/莫桑比克之间的横向边界的划界双边

委员会成员(1986-1999 年) 

大陆架 

• 担任在南非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延伸和编写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文

件方面的南非政府顾问(1999-2005 年) 

• 参加巴西政府组织的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培训班(2002 年) 

海洋污染 

• 出席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伦敦公约年度会议的南非代

表团顾问和成员(1985-1992 年) 

• 担任在外国船只运送核废料通过南非水域问题方面的南非政府顾问

(1996-1999 年) 

水资源 

• 参加谈判《莱索托高地水项目条约》以从莱索托高地运水到南非境内的

法尔河系统的南非代表团顾问和成员(1987-1990 年) 

• 南非和纳米比亚奥兰治河水利用联合委员会成员(1994-1996 年)  

国际边界 

• 担任在确定南非的国际边界及与涉及邻国的边界问题有关的事项方面

的南非政府顾问(1985-1999 年)  

• 南非国际边界委员会成员(1985-1999 年) 

• 南非和斯威士兰边界联合委员会成员(2004-2005 年) 

南极洲 

• 出席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和拟订保护南极洲环境议定书特别会议的南

非顾问和代表(1987-1998 年)(1987-1998 年) 

• 参与谈判制订一个关于在南极洲的活动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制度

(1994-1998 年)  

• 负责管理和协调南非参与在南极洲的活动的南极洲管理委员会成员

(1987-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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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委员会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年度届会的南非代表，处理该委员会议程上的所有项

目(1993-2003 年) 

国际刑事法庭 

担任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及建立塞拉利昂问

题特别法庭的工作方面的南非政府顾问(1998-2003 年)  

国际刑事法院 

出席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备委员会和缔约国第一次大会的南非代表团成员

(1999-2003 年) 

国际恐怖主义 

• 担任在有关联合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倡议方面的南非政府顾问

(1997-2005 年) 

• 参加大会设立的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特设委员会的南非代

表(2002-2005 年) 

• 特设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兼非洲集团代表(2002-2005 年) 

• 特设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一个负责解决未决问题以通过关于制止核恐

怖主义行为公约草案的工作组的协商协调员(2002-2004 年) 

出版物、演讲和讲座 

“The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outh 
African islands off the coast of Namibia”-以南非荷兰语发表的论文，1987 年 

“The relevance of South Africa’s islands in the generation of maritime zones”-在全

国海洋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开普敦，1988 年 

Prince Edward Islands: Historical and legal background–chapter in a feasibility study 
for the proposed construction of a landing strip on Marion Island, 1989 年 

就鲸湾港和企鹅岛主权及与设立和确定海洋区有关的问题发表众多法律意见和

简报，1989-1997 年 

经常就国际法、海洋法和南非法律等主题在南非外交学院和其他政府部门讲课，

1989-1999 年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ts resourc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在联合国关于大洋和海洋法的非正式协商进程第三次会议期间的

一个讨论小组里的演讲，纽约，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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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the draft regulations on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for polymetallic 
sulphides and cobalt-rich ferromanganese crusts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environment”- 在国际海底管理工作组办的一次讲习班上提交

的论文，关于建立“区域”内深海海底富钴结壳和深海海底多金属硫化物矿场基

线，以评价勘探和开发对海洋环境的可能影响，牙买加金斯敦，2004 年 

“联合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 对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法学硕士学

生的讲课，2004-2007 年 

“Resources of the Seabed and Subsoil: Issues and Options”- 在阿根廷外交关系委

员会组办的一次国际讲习班上提交的论文，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2006 年 

南非国家南极方案审查报告的共同作者和国家研究基金会代表科技部任命的审

查小组的成员，2007 年 

“UNCLOS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Seabed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在台湾海洋大学组办的一次国际讲习班上提交的论文，台湾台北，2007 年 

海洋法和海洋边界划界问题客座讲师，外务省，日本东京，2007 年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高级和应用国际法课程，2007-2011 年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UNCLOS and the specific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在日本财团/海洋法法庭能力建设和培训班上的讲课，

德国汉堡，2007 年和 2008 年 

作为在国际法和解决争端方面的硕士课程组成部分的国际公法和海洋法课程，和

平大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2008 年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Seabed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在环境署/约恩苏大学/UKZN 国际环境立法和外交班上的主旨发

言，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2008 年 

《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公法百科辞典》的内容贡献者，2008-2009 年 

“Urgent Proceeding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在

南非政府、海洋法法庭和弗里德里克·埃伯特·斯蒂芬基金会为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南共体)政府代表和专家联合组办的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区域讲习班上的演

讲，南非开普敦，2009 年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Law of the Sea， Settlement of 
Mixed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在国际法协会亚太区域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台湾台北，2011 年 

“Progress on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在关

于大陆架和“区域”制度的科学和法律方面问题的国际专题讨论会上的主旨演讲，

中国杭州，2011 年 



SPLOS/266  
 

14-27406 (C)32/62 
 

“Law of the Sea–responses to Piracy：International Legal Challenges”——在亚非

法律协商组织第五十一届年会期间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尼日利亚

阿布贾，2012 年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Roles and Challenges”——在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生院的讲课，大韩民国，2012 年 

讲师，关于海洋法的一些特定主题，罗得大洋法和政策学院，第 17 和第 18 次会

议，希腊罗得，2012-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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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亚·特雷莎·因方特·卡菲(智利) 
 
 

学历  

1988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荷兰海牙 

 - 研究活动 

1976-1979 年： 国际问题和发展高级研究所，瑞士日内瓦 

 - 国际法 

1974-1975 年： 马德里百年大学，西班牙马德里 

 - 国际法 

1974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荷兰海牙 

 - 研究活动 

1968-1974 年： 智利大学法学院，智利圣地亚哥 

 - 法学学位，1973 年 

 - 律师，1974 年 

学术和专业工作 

1997 年起至今：国家主任 

 外交部边界和界限处 

 借调到外交部工作队，在秘鲁提交国际法院的“海洋争端”案中

为智利作辩护 

2008 年起至今：国际法、投资、贸易和仲裁硕士班共同主任 

 由海德堡大学和智利大学联合组办，圣地亚哥-海德堡 

2010 年(8 月)： 客座教授 

 米纳斯吉拉斯州大学国际法冬季班，巴西贝洛奥里藏特 

2004 年： 客座教授 

 豪梅一世大学 Bancaja 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心 Bancaja 欧洲-地中海

国际法课程，西班牙卡斯特利翁 

1996、2001 年：客座教授 

 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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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1994 、

1995、2001、 
2002、2005 年：

 
 
智利代表团成员 

 南极协商会议和赔偿责任问题法律专家组 

1993-1995 年： 智利大学董事会成员 

1991 年： 客座教授 

 美洲法律委员会(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外部方案(海牙国际法学院)，
智利圣地亚哥 

1990-1995 年： ESTUDIOS 的共同编辑 

 《智利国际法学会年鉴》 

1987-1994 年： 处长 

 国际问题研究所，智利大学 

1987 、 1989 、

1993 年： 
 
客座教授 

 秘鲁天主教大学，国际经济法硕士班 

1980-1982 年： 智利代表团成员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参加下列机构的研究方案和咨询职能：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智利外交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国家环境委员会。 

还参加了同邻国在一体化、边界、国际法和边界合作政策方面的外交谈判。 

学术团体  

2009 年起至今：成员，第二副主席(2013-2015 年) 

2001-2009 年： 协理会员 

国际法学会  

2009 年起至今：国际法协会 

 成员，国际法协会基线问题国际委员会 

2001-2010 年： 成员 

 国际法协会大陆架问题国际委员会 

1992-2000 年： 成员 

 国际法协会“沿海国对海洋污染的管辖权”问题国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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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起至今：主席 

1994-1997 年： 智利国际法学会 

1991-1998 年： 成员 

 海洋法研究所执行局，美国夏威夷 

1985 年起至今：成员 

 西班牙-葡萄牙美洲国际法研究所，西班牙 

出版物 

“Los espacios marítimos en el Código Civil chileno. La reforma de 1986”，Revista 
de Derecho，智利天主教大学，1989 年，第 493-509 页 

"La cuestión Antártica"，Anuario de Políticas Exteriores Latinoamericanas，加拉加

斯，新社会出版社，1991 年，第 412-423 页 

"The applicability of maritime conventions to Antarctica"，南极洲国际环境法，由 F. 
Francioni 编辑，米兰，Giuffrè出版社，1992 年，第 135-148 页 

"Maritime Conventions in Antarctica"。《德国国际法年鉴)》。1992 年，第249-263 页 

El Medio Ambiente en la Minería，由 R.Díaz，M.、T.Infante、S.Pimentel 编辑，国

际问题研究所，圣地亚哥，1993 年 

"La legislación nacional de Chile y la Conven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sobre el 
Derecho del Mar"，Pacífico Sur，1994 年，第 113-121 页 

"Straits in Latin America.The case of the Strait of Magellan"。海洋开发与国际法，

1995 年，第 175-187 页 

"Solución de controversias en el marco de la Conven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sobre el Derecho del Mar：el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l Derecho del Mar"，Solución 
Judicial de controversias，M.T.Infante 和 R.Cave 编辑，圣地亚哥，国际问题研究所，

1995 年，第 123-145 页 

"Uso de la fuerza y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Compiladora.Serie de 
Publicaciones Especiales N.77.M.T.Infante，1995 年，第 80 页 

"Chilean Antarctic Policy：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Governing 
the Antarctic，O.S.Stokke 和 D.Vidas 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61-383
页 

"Issues of jurisdiction in polar oceans：flag and coastal State jurisdic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in Antarctica"，The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POLOS Report N 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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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as regionales ante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reflexiones acerca de las 
tendencias actuales"，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Lenguaje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联合国国际公法大会会议记录，纽约，1995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海牙，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 年，第 45-57 页 

"Los tratados en el derecho interno chileno：el efecto de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 
1989 visto por la jurisprudencia".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23，1996 年，第 277-297 页 Héctor Gros Espiell Liber Amicorum 
Persona Humana y Derecho Internacional，Bruselas，Editions Bruylant，S.A. 

Co-redactora informe"Chile y Naciones Unidas"，Estudios Internacionales，XXIX，

第 245-264 页 

"Solución de controversias en un marco de libre comercio：Chile-Canadá"。国际问题

研究所，1997 年，第 28-44 页 

"Integración física：alcances de un interés permanente".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N 
118，año XXX，1997 abril-junio，第 195-215 页 

"La posición de Canadá en el Caso Terranova y los conflictos de pesqueros en alta 
mar".Centro de Estudios Estratégicos de la Armada de Chile. 1997 年，第 31-39 页 

"Conflictos armados en el mar：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aplicable：el Manual de San 
Remo"。(Colecció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国际问题研究所，智利，1998 年，第

64-77 页，标题：Nuevos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María Teresa 
Infante 和 Rose Cave 编辑 

"Procesos de integraci ó n y protecci ó n del medio ambiente ： el caso del 
MERCOSUR".(Roma e America：Diritto Romano Comune.N 4，1997 年，第 209-224
页，Separata 

“Responsabilidad en Antártica：los problemas derivados de la protección del medio 
ambiente”，in Primer Seminario sobre Política Exterior y Medio Ambiente.圣地亚哥，

外交部，1998 年 10 月 1 日和 2 日，第 297-303 页 

“Chile participa en la Conven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sobre el Derecho del Mar：
Alcances y Oportunidades”，Los cincuenta años de la tesis chilena de las doscientas 
millas marinas(1947-1997 年)，由 H.Llanos Mansilla 编辑，圣地亚哥，智利中央大

学法律和社会学学院，1998 年，第 59-83 页 

“Polar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Poles Apart，由 A.Lewkovsky 编辑，

渥太华大学，1998 年，第 131-141 页 

“El Tratado Minero entre Chile y Argentina”，《国际问题研究》，第 135 号，2001
年，第 2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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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ante el derecho chileno”，Revista de Derecho de la 
Universidad Finis Terrae，2002 年，第 6 号，第 269-284 页 

“Problemas que enfrentan las mujeres en conflictos armados y el alcance de los 
instrumentos internacionales para protegerlas. Acciones para mejorar dichos 
instrumentos”.Informe Final Conferencia el Rol de la Mujer en las Operaciones de 
Paz.Conferencia Conjunta - Unión Europea，Latino América y el Caribe)，智利圣地

亚哥，2002 年 11 月 4 日和 5 日，LOM，2003 年，第 51-59 页 

“El Sistema Antártico”，Bancaja Euromediterranean 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entro Internacional Bancaja para la Paz y el Desarrollo，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第八

和第九卷，2004-2005 年，第 281-341 页 

“Modalidades de Integ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París，Association Andrés Bello 
des Juristes Franco-Latino-Américains，2005 年，在 Constitución e Integración 出版，

由 Myriam Salcedo Castro 编辑，波哥大，Universidad Nacional del Rosario-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2006 年，第 32-49 页 

“Política antártica chilena：nuevas realidades”，《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 10 月-12
月，第 37-51 页 

“La Protecci ó n del Medio Ambiente en el Comercio： el Rol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Presentation：Seminario Iberoamérica ante los Retos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el Siglo XXI，Universidad de Salamanca，2005 年 10 月 10 日和 11
日。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Homenaje a Santiago Benadava，由 H. Llanos 
和 E.Picand 编辑，圣地亚哥，Librotecnia，2008 年，第一卷，第 185-206 页 

“Evolving scenarios：Antarctica and the continental shelf”，Mélanges de Droit de la 
mer oferts à Daniel Vignes，由 Rafael Casado Raigón 和 Giuseppe Cataldi 编辑，布

鲁塞尔，Editions Bruylant，S.A.，2009 年，第 461-479 页 

“Derecho del mar y Antártica. El impacto de la plataforma continental”，Diplomacia，
2009 年，第 120 号，第 79-97 页 

“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and South American coastal States”.Law，technology 
and science for oceans in globalisation：IUU fishing，oil pollution，bioprospecting，
outer continental shelf，由 Davor Vidas 编辑，Leiden：Martinus Nijhoff，2010 年，

第 577-590 页 

“Medio ambiente y zonas polares：la zona antártica”.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Medio Ambiente：Una visión desde Iberoamérica，由 Francesco Sindico、Rosa Fern
ández Egea 和 Susana Borrás Pentinat 编辑，伦敦，CMP 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

第 479-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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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tiplano Silala (Siloli)：A Watercourse under Scrutiny”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第一卷，由 Holger 
Hestermeyer 和其他人编辑，Leiden，Martinus Nijhoff 出版社，2012 年，第 901-917 页 

Boundary Disputes in Latin America，《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公法百科辞典》，2011
年 5 月，2013 年 2 月更新 

“Current development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in the Ares”，with 
J.J.Gorostegui Obanoz，Anuário Brasileir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1，第 10 号，

2011 年，第 237-249 页 

“El Acta de Ejecución de 1999 y los acuerdos con el Perú”，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libro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Hugo Llanos Mansilla.圣地亚哥，智利

法律出版社：Thomson Reuters，2012 年，第 397-439 页 

“Antártica en la legislación interna de los Estados：¿qué hay de nuevo?”，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el mundo multipolar del Siglo XXI：obra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Luis Ignacio Sánchez Rodríguez/Iprolex：巴斯克地区大学：马德里百年大学法学

院，2013 年，第 425-444 页 

出版物评论 

“Chile y Bolivia en cuatro obras”，《国际问题研究》，第 38 年，第 148 号，(2005
年 1 月/3 月)，第 95-100 页 

“René Millar Carvacho：“Pasión de Servicio.Julio Philippi Izquierdo”，(书评)en：
Estudios p ú blicos， ISSN 0716-1115，N º .101，2006 年，第 339-354 页。

http：//dialnet.unirioja.es/servlet/articulo?codigo=1994177 

“Joaquín Fermandois：La Revolución inconclusa”(书评) in Estudios Públicos，2013
年，付印中 

语言 

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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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卢塔·卡特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45 年 4 月 29 日生于坦桑尼亚卡拉格维地区 

学历 

东非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学院法学学士(优等)(1970 年)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律硕士(国际法)(1974 年) 

现任职务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洋法法庭)法官(2005-2014 年) 

专业经验 

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中担任国际法院专案法官

(2003-2005 年) 

在毛里求斯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仲裁案中担任仲裁员(2011 年) 

被联合国大会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1997-2006 年) 

国际法委员会副主席(2002 年) 

起草委员会主席(2003 年) 

作为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促进通过了关于以下问题的条

款草案：㈠ 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1999 年)；
㈡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2001 年)；㈢ 防止危险

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2001 年)；㈣ 外交保护，第五十八届

会议通过(2006 年)；㈤ 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第五十五届会议通

过(2006 年) 

还有效地促进了委员会的工作，从而通过了：㈠ 适用于会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

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第五十八届会议(2006 年)；㈡ 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问题

研究小组的工作结论：因国际法多样化和范围扩展而造成的困难，第五十八届会

议(2006 年) 

南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达累斯萨拉姆 

高等法院辩护律师 

外交部法律司处长(法律顾问)(1983-1989 年) 

坦桑尼亚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1989-1994 年)，同时兼任驻奥地利、罗马教

廷、波兰、罗马尼亚和瑞士大使 

驻俄罗斯联邦大使(1994-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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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瑞典大使(1998-2005 年)，同时兼任驻丹麦、芬兰、挪威和冰岛等其他北欧国

家和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共和国大使 

外交使团团长(2003-2005 年)，斯德哥尔摩 

坦桑尼亚大使协会会长(2004-2005 年) 

外交部条约科科长(全权公使)(1980 年-1983 年) 

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纽约(1976-1980 年) 

外交部法律科科长(1973-1975 年) 

外交部礼宾和条约处法律干事(1970 年-1973 年) 

成员 

国际法学会，自 2009 年起 

美国国际法学会，自 2005 年起 

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自 2006 年起 

环境署避免和解决环境争端问题专家组(1998-1999 年) 

环境署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问题专家会议(2002 年) 

各类会议 

在 2013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开普敦举行的第十八次英联邦法律会议上发表关

于“海盗和武装抢劫”问题的讲话 

参加海洋法研究所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大韩民国首尔举行的“为下一代

保全海洋”问题会议 

出席海洋法研究所 2010 年 10 月 5 日和 6 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海洋治理机构和

区域”问题会议 

参加 2010 年 5 月 27 日和 28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关于大陆架和“区域”制度的

科学和法律方面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 

参加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的审议工作(1971-1973 年) 

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代表(1973-1982 年) 

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的代表(1976-1988 年和 1996 年) 

参加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的代表，牙买加金斯敦

(1983-1994 年) 

参加通过了《保护、管理和开发东非区域海洋和沿海环境公约》的内罗毕会议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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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代表，新德里(1983 年) 

联合国妇女问题会议，内罗毕(1985 年)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阿鲁沙(1985 年)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报告员(1977-1979 年)  

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领土庇护问题外交会议的代表团团长(1977 年)  

参加宪章特别委员会的代表(1976-1980 年) 

出席贸易法委员会会议的代表(1976-1980 年) 

参加印度洋为和平区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代表(1976-1980 年) 

参加反对劫持人质特设委员会(1976-1980 年) 

参加不使用武力委员会的代表(1976-1980 年) 

出席联合国大会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一和第二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分别于 1978 年和

1982 年)  

出席通过了《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会议的代表(1977-1978
年)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53(1968)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制裁南罗得西亚委员会代理主

席(1976 年) 

出席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代表(1972 年) 

出席伦敦反倾倒公约问题会议的代表(1972 年) 

出席通过了《海洋污染公约》会议的代表(1973 年) 

  出版物和讲学 

为各类法律出版物撰写文章和章节并进行关于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环境法、

人权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方面的讲座。出版物包括： 

“ Land-locked and Geographically Disadvantaged States”, IMLI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Volume I (2014 年 3 月)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n L’Afriqu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L: vari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 Liber Amicorum Raymond 
Ranjeva, edited by Maurice Kamga and Makane M Mbengue (2013 年)  

“Advisory Proceedings before the Seabed Disputes Chamber and before the ITLOS 
as a Full Court”,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Volume 17, 2013 年  

http://undocs.org/ch/S/RES/253(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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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in Essays in Honour of Judge Anatoliy L Kolodkin, 
(2013 年)  

“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the Area under 
UNCLOS”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Liber Amicorum Rudiger 
Wolfrum, edited by Holger P Hestermeyer, Doris Koenig, Nele Matz-Lueck, Volker 
Roeben, Anja Seibert-Fohr, Peter-Tobias Stoll and Silja Voeneky (2011 年)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International Law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Fragmentation-Festschrift Gerhard Hafner, edited by 
Isabelle Buffard, James Crawford, Alain Pellet and Stephen Wittich (2008 年)  

“Diplomatic Protec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Law –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Dugard, edited by Thomas Skouteris and Annemarieke 
Vermeer-Kunzli (2007 年)  

“The Forty Nin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YIL), Volume 5 (1997 年) 

“The Fiftieth Session of the ILC” in AYIL volume 6 (1998 年) “The Fifty-first 
Session of the ILC” in AYIL volume 7 (1999 年)  

“The Fifty-second Session of the ILC” in AYIL volume 8 (2000 年);“The Fifty-third 
Session of the ILC” in AYIL volume 9 (2001 年)  

“The Tanzania National Report”, in Legal Aspects of Protecting and Managing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of the Eastern African Region, UNEP Regional Seas 
Reports, No. 49, 1984 年  

向 1983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不同国家在执行国际人权标

准方面的经验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在联合国 HR/GENEVA/1983/WP.23 号文件

中发表  

荣誉 

获得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 1993 年授予的皮乌斯九世教皇荣誉大十字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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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利弗·纳尔逊(格拉纳达) 
 
 

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担任法庭成员；2005 年 10 月 1 日再次当选至今 

1999-2002 年：法庭副庭长 

2002-2005 年：法庭庭长 

1932 年 6 月 27 日出生于格林纳达索特尔 

  学历 

西印度群岛大学文学学士(1954 年) 

伦敦经济学院法律硕士(1964 年) 

伦敦经济学院法律博士(1969 年) 

格雷律师学院大律师(1971 年) 

获准进入格拉纳达律师协会(1972 年) 

西印度洋群岛大学荣誉法律博士(2006 年) 

专业经验 

伦敦经济学校法律讲师(1970-1977 年) 

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海洋法干事(1974-1976 年)、海洋法高等干事

(1976-1984 年)、副司长(1984-1994 年)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起草委员会秘书(1974-1982 年) 

达尔豪西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哈利法克斯(1980 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1983-1994 年) 

秘书长关于深海底采矿问题非正式协商的法律顾问，协商于 1994 年结束，通过

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1990-1994 年) 

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会议秘书(1993-1994 年)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法客座教授(1995-2003 年) 

在一些机构进行海洋法方面的讲座并积极参加世界各地的许多讨论会和讲习班 

附件七法庭庭长(圭亚那/苏里南)(2004-2007 年) 

  成员 

国际法协会外大陆架法律问题委员会(主席，2000-2006 年) 

《海洋政策》编辑委员会(1993 年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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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协会沿海国海洋污染管辖权委员会(1992-2000 年) 

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和政策中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研究小组(1984 -1994 年) 

国际法协会专属经济区委员会(报告员，1982-1989 年) 

国际法协会海洋法委员会(1974-1980 年) 

美国国际法学会(1970 年起至今，法律顾问，2006-2009 年) 

《国际海事法》编辑委员会(2004 年起至今) 

国际法协会国际海洋法规定的基线问题委员会(2008 年起至今，主席，2008-2012 年) 

  出版物 

为各类国际法律期刊和出版物撰写文章，包括：英国国际法年鉴、美国国际法学

报、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The Modern Law Review、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The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和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公

法百科全书；并为下列纪念文集撰写文章： 

International Law at a Time of Perplexity——Essays in Honour of Shabtai Rosenne, 
1988 

Liber Amicorum Guenther Jaenicke – zum 85. Geburtstag, 1998 

Liber Amicorum Judge Shigeru Oda, 2002 

Liber Amicorum Judge Thomas A. Mensah, 2007 

Liber Amicorum Judge Rüdiger Wolfrum, 2011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ssays in Honor of Edgar Gold, 2012 

  荣誉 

西印度群岛大学五十周年杰出毕业生奖，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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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宗贤(大韩民国) 
 
 

1958 年 2 月 1 日生于大韩民国 

  现任职务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洋法法庭)法官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法教授 

  学历 

1980 年：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法律学士 

1983 年： 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法律硕士 

1989 年： 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博士(国际法) 

论文：“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ule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经历 

律师(纽约律师会成员) 

1985 年： 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博士奖学金学者 

1989-1997 年： 韩国外交部外交与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1990-1993 年： 与加拿大、美国、巴西、泰国和澳大利亚谈判法律互助/引渡条约

的韩国代表团法律顾问 

1990-1994 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第八至第十二届

会议)韩国代表团法律顾问 

1990-2009 年： 韩国通讯海道研究组研究委员会主席 

1991-1992 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 77 国集团亚洲组

主席 

1992 年：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韩国代表团成员 

1992-1997 年： 与中国和日本谈判渔业协定以及中白令海问题的韩国代表团法

律顾问 

1993-1994 年：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法问题非正式协商(第五至第八届会议)韩国代

表团法律顾问 

1993-1995 年： 联合国大会韩国代表团成员(第六委员会，第四十八至第五十届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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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8 年： 亚太安全与合作理事会(亚太安合会)海洋合作工作组成员 

1994-1997 年： 韩国总统政策规划委员会成员 

1995 年： 国际海床管理局大会韩国代表团法律顾问 

1997年起至今：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教授 

1999-2000 年： 韩国国家安全理事会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0 年： 美国兰德公司访问学者 

2000-2002 年： 韩国外交与贸易部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3、2005- 
2007 年：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副院长 

2003-2004 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

国际问题学院客座教授 

2006-2008 年：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欧洲联盟研究中心主任 

2006年起至今： 韩国 Haesung 国际事务道德操守研究所主任 

2008-2011 年： 韩国联合国系统理事会主席 

2008-2010 年：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 

2009年起至今：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洋法法庭)法官 

2010-2012 年：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院长 

2010年起至今： 韩国通讯海道研究组主席 

  成员 

韩国国际法学会执行董事会 

亚洲国际法学会执行委员会 

美国国际法学会 

欧洲国际法学会 

亚洲国际法发展基金会咨询委员会  

新加坡国际法中心国际咨询小组  

韩国国际法和比较法杂志编辑委员会(1991-2009 年) 

《国际问题研究》编辑委员会(2001-2009 年) 

《国际与地区研究期刊》总编(2008-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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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出版物  

著有 13 部专著，以英文和韩文在学术期刊发表过 100 多篇论文，涉及海洋法、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韩国外交与安全政策 

  著作(英文和韩文) 

Maritime Issues in the 1990s: Antarctica, Law of the Sea and Marine Environment, 
Jin-Hyun Paik and others (eds.), Seoul Press, 1992 

Explor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Possibility and Prospect, Jin-Hyun 
Paik and Others (eds.), Seoul Press, 1993 

Ocean Affairs in Northeast Asia and Prospects for Korea-China Cooperation, Jin-Hyun 
Paik and Jiao Yongke (eds.), Seoul Press, 1994 

Marine Policy, Maritime Security and Ocean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Jin-Hyun 
Paik and others (eds.), Seoul Press, 1995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East Asia, Jin-Hyun Paik and others (eds.), 
Seoul Press, 1996 

Conflict and Order at Sea, Jin-Hyun Paik and others (eds.), Seoul Press, 1999 

Compliance with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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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gón，G. Cataldi (ed.)，Bruylant，Bruxelles，2009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o International 
Law"，in：The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s，Alex G. Oude Elferink and Erik J. Molenaar (eds.)，Leiden，2010 

"Maritime Protection and Violence at Sea"，in：Sûreté maritime et violence en mer / 
Maritime Security and Violence at Sea，José Manuel Sobrino Heredia (ed.)，
Bruylant/Université de Bruxelle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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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ory Opinio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in：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iber Amicorum Dr. Ernest Petrič，M. 
Pogačnik et al. (ed.)，European Law Faculty of Nova Gorica，Nova Gorica，2011 

"Water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in：Coexistence，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Holger P. Hestermeyer，Doris König，Nele 
Matz-Lück et al. (eds.)，Martinus Nijhoff，Leiden，2011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Law of the Sea ， Publications on Ocean 
Development，Vol. 71，Vaughan Lowe and Robin Churchill (ed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Boston，2012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in：Ocean Yearbook 
26，Dalhousie University，Aldo Chircop，Scott Coffen-Smout，and Moira McConnell 
(ed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Bost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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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井俊二(日本) 
 
 

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 

1937 年 1 月 15 日生于日本东京 

现任职务 

2011 年 10 月-： 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 

2005 年 10 月-： 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 

2010 年-： Nifco 公司主任 

2009 年-： 国际法协会日本分会主席 

2008 年-： 日本原子能工业论坛顾问 

2007 年-： 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 

学历 

东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学士(1961 年) 

专业经验 

2002-2007 年： 东京中央大学法律研究生院国际法教授 

2002-2007 年： 东京早稻田大学国际法客座教授 

1961-2002 年： 日本外务省 

1999-2001 年： 日本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7-1999 年： 外务次官 

1995-1997 年： 外务审议官 

1993-1995 年： 外交政策审议官 

1992-1993 年： 首相办公厅国际和平合作总部总干事 

1990-1992 年： 条约局局长 

1987-1990 年： 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 

1987 年： 条约局副局长 

1984-1987 年： 亚洲事务局副局长 

1981-1984 年： 日本驻大韩民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1978-1981 年： 条约处处长 

1977-1978 年： 法律事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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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领海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1976-1977 年： 国际公约处处长 

参加各类国际会议 

2012 年： 关于大陆架和“区域”制度的科学和法律方面问题第三次国际专

题讨论会(中国北京) 

2012 年： 丽水国际会议：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供签署三十周年

(大韩民国丽水) 

2012 年： 世界海洋日小组讨论会：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供签署

三十周年(美国纽约) 

2012 年： 国际法协会第 75 次会议(保加利亚索非亚) 

2011-2012 年： 联合国大会 

2010 年： 国际法协会第 74 次会议(荷兰海牙) 

2009-201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1996-1997 年： 7 国集团/8 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局长会议 

1995-1996 年： 亚欧会议 

1995-1996 年： 东盟地区论坛 

1995 年：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佩克) 

1985 年： 日本-韩国大陆架问题联合委员会 

1978-1980 年： 与印度尼西亚、苏联和大韩民国的渔业谈判 

1973-1978 年：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1973-1974 年：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届会 

1972-1996 年： 联合国大会届会(第一、第二和第六委员会，1972-1974 年、1976
年、1991 年、1993-1996 年) 

1972 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968-1969 年： 维也纳联合国条约法会议 

部分出版物 

Shunji YANAI &amp; Kuniaki ASOMURA，"Japan and the Emerging Order of the 
Sea：Two Maritime Laws of Japan"，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78. 

Shunji YANAI，“Practical Needs for Treaties and the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Treaty 
Making Process” (in Japane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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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ji YANAI，"Presentation Made at the Trade Bill Conference，Brigham Young Law 
School"，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9. 

Shunji YANAI，"International Law-Making Process and Domestic Law”(日文)，in S 
YAMAMOTO et al.，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1991 

Shunji YANAI，"Law Concerning Cooperation for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Other Operations：the Japanese PKO Experience"，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 

Shunji YANAI，et al.，"Japan's Legal Framework fo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 ， Japan-US-Canada Tr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1996 

Shunji YANAI，et al.，"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The U.S. Role in the Asia Pacific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The CSIS Press，2001 

Shunji YANAI，“International Law in Japan’s Diplomacy”(日文)，in Japa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d.)，A Century of Japan and International Law，2001. 

Shunji YANAI，"Evolution of Japa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in K. OUCHI et al. 
(eds.) ， United Nations'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vention and Settlement of 
Conflicts-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 in Japan，2003. 

Shunji YANAI，"La coopération régionale contre la piraterie en Asie"，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2006. 

Shunji YANAI，et al.，“Dialogue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nstitutional Law”

(日文)，Chuo Law Journal，2006 

Shunji YANAI，"Drastic Changes in Japan's Diplomacy"(日文)，The Asahi Shinbun，2007 

Shunji YANAI，“The New Generation of Japanese Lawyers Meets Globalization”(日
文)，Chuo Law Journal，2007 

Shunji YANAI，“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Basis for Security”(日文)，Sophia Law 
Review，2009 

Shunji YANAI，“Japan’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its Political and Legal 
Background”， in H. HESTERMEYER，R. WOLFRUM et al.，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2012. 

Shunji YANAI，“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anging Asia：Challenge and 
Perspective”(日文)，in T. YOSHINO (supervisor)，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anging Asia，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