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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秘书长在 2015 年 10 月 5 日给各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普通照会中，邀请

各国政府提名候选人参加国际法委员会选举，以便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下一

个五年任期，并提交提名国政府可能希望提交的关于候选人资格的任何说明。 

2. 截至 2010 年 6 月 1 日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5 条提交的参加委员会

选举的候选人姓名载于 A/71/90 号文件。 

3. 提名国政府提交的候选人资格说明载于下文第二节。 

 

  

http://undocs.org/ch/A/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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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候选人资格说明 
 

 

科菲·库梅利奥·阿方德(Koffi Kumelio A. Afande)(多哥) 

[原件：英文和法文] 

法官/法学家(国际刑事司法、国际和比较刑法及刑事诉讼程序、国际人权法、国

际人道主义法、犯罪学和法治)——外交官(包括国际合作)——仲裁员/调解员(国

际贸易法)——法院和司法程序管理人(审判和上诉程序)——人力资源管理人(包

括预算执行)。 

职业/专业简介 

有 24 年成功生涯、逐步承担更多职责、经验丰富的法官/法学家；在司法程序和

具有国际影响的复杂法律问题的分析方面具备广泛的技能；调停、调解、和解和

仲裁手法精明；法律和体制改革经验丰富，有项目管理才能。人力资源和预算；

在系统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行政管理的专家；善于推动政策变革和交流意见；擅

长激励团队及建立社会职业关系网；在国际性、多文化和性别多样化的环境中交

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丰富。 

目标：礼节性拜访。 

主要技能、专长和成就 

国际性/国际化刑事司法、国家刑事司法和司法实践方面的经验 

 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刑事诉讼上诉法官：曾在若干中间上

诉案中发布裁决和命令，提出单独意见和反对意见，担任公开或非公开

审讯法官，在当事方对审判分庭的裁决、命令和判决提出的上诉中参加

作出判决和裁定的评议，担任值班法官处理紧急的法律和司法事件。 

 参与裁定国家和国际刑事案件：曾主持审讯，分析目击者的证词和当事

方提交的材料，审查法庭事实/法律调查结果，起草裁决和命令，就与

诉讼程序关系重大的问题向分庭提供实质性法律咨询意见。 

 起草呈件：曾编写并向分庭提交动议/诉愿书。 

 管理法院审理程序：曾协调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司法程序，保管证据和

证物，监督实物和电子司法档案/记录的维护，参加确认起诉和初次出

庭的听讯，在当事方之间进行调解，确保拘提被羁押人出庭等。 

 确保分庭裁决的执行：曾顺利执行若干逮捕证中的命令、移交被告人/

嫌疑人的命令、执行判决及转移/保护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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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起草条款规定：曾起草《规约》、《程序和证据规则》、特设司法机

构《书记官处指令》的修正提案，并帮助起草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

《罗马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 

国家和国际仲裁、调停和调解方面的经验 

 单独进行调停、调解、和解和仲裁或担任此种委员会/机构的成员：曾

在个人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或民族和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间的争端中

单独主持或作为陪审团成员成功帮助了调停、调解、和解或仲裁。 

 引导当事方最终友好解决争端：曾在若干案件中引导争端中的敌对双方

转变为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的主角，并引导他们谈判达成协商一致的持久

解决争端的方案或办法。 

法律研究和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方面的经验 

 进行法律分析和研究：曾帮助解决国际刑事司法、人权等方面具有国际

影响的高度敏感和复杂的程序或实质性法律问题。 

 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曾在国际和比较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国际人权法、

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难民法方面为国家和国际法官、辩护律师、检察

官、政府、非政府组织等起草咨询报告。 

 就司法实践提供咨询意见：曾就特设司法机构的国际司法实践经验为国

际刑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以及国家司法机构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就法律多元化提供咨询意见：曾就规范冲突、政权违宪更迭、宪政改革

进程中条例多样化的管理以及法律多元化在制定国际人权法方面的重

要性等议题开展大量工作并提供咨询意见。 

法治和民主方面的经验 

 帮助建设能力；曾培训不同国家的治安法官、辩护律师、法律从业人员

和其他执法人员在国内法律/司法体系中执行国际法律文书。参与编写

了供这些人员使用的防止酷刑手册。 

 参与法律改革：曾为立法机关起草并(或)修订法案，并帮助开展普通司

法改革以及建立过渡时期司法机制。 

 倡导人权：曾参加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陪审团，就提交条约机构的人

权诉求向个人/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就非法/任意拘留、禁止酷刑、公平

审判等问题向国家人权机构提供咨询意见。 

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经验 

 参加谈判：曾作为专家或代表团团长，帮助达成有利于决议、声明、谅

解备忘录等通过的决定性协定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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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高级别会议：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大使以及国际机构高

级代表的会议上帮助达成解决方案。 

 协调法律和司法合作：曾通过谈判成功促成执行逮捕令、移交被告人和

证据材料、执行判决等方面的合作。 

学术界(国际性/国际化司法和国家司法、人权、法律以及犯罪学)的经验 

 促进对国际刑事司法的认识：曾通过在大学、研究机构举办讲座和研讨

会的形式参与宣传/外联方案，并参加会议等。 

 开设讲座：曾作过多次讲座，在会上宣讲论文，作为演讲人参加研讨会

和讲习班，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上质疑相关理论和实践，分析并提出解决

方案。 

 参与学术评估：曾参加评审，监督学术研究工程，评定硕士和博士论文

并打分。 

 领导研究部门：确保本人领导下的机构完成几项与概念和实践有关的问

题的比较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令人信服地成功纠正了对一些问题的

常见看法，诸如用刑法处理国家罪行的问题。 

 发表著作：就一些充满争议、讨论激烈、受到关注的专题发表著述，能

够创新思维，用现实对照教条，荣获若干国际学术奖项。 

在多文化和性别多样化的环境中沟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 

 推动尊重多样性：在学术、政治、司法等领域建立了引入注目的文化和

性别平衡的网络，从而帮助落实项目、国际合作及达成友好协议，包括

诉讼双方庭外和解。 

 起草并审核他人稿件：确保出版物、法律意见、演讲、报告、咨询意见

等易于理解，得到有关对象和读者的理解。 

 倡导尊重多样性：组织并主持关于多样性和文化对话的讲习班、会议、

研讨会、圆桌会议等。 

以注重成果和福利的方式管理工作人员和业绩的经验 

 规划人力资源和编制成果预算：制定了加快工作人员征聘进程及职责分

配的政策，确保了及时取得成果并符合成本效益。 

 监测工作人员业绩：推动增强工作人员权能，并与相关工作人员协商，

成功克服业绩上的不足。 

 应对复杂的管理挑战：赢得了主管人员的信任，让我担任更高级别的管

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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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行政管理经验，重点是系统性的改进和防范结构缺陷 

 协调实体，大多实体有大量工作人员：成功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查明系统

失灵之处，采取纠正措施提高其效率。 

 确保团队协作精神：推动在同事之间、同单位不同部门之间或与外部机

构之间建立强有力、更密切的业务工作关系。 

 协调对外关系和合作活动：成功加强了与外交代表机构、各国政府、国

际刑事和非刑事司法机构、国家司法机关/当局、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的联络和关系。 

工作经历年表 

 自 2013 年 11 月起：被联合国大会选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上诉分庭常任法官，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别。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1 月：公使衔参赞、法律咨询小组负责人、高级

法律顾问兼副政治协调员，多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美国纽约。 

 2004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

际法庭)上诉分庭法律干事，荷兰海牙。 

 2001 年 6 月至 2004 年 12 月：法律干事/司法程序股股长(卢旺达问题国

际法庭)，坦桑尼亚阿鲁沙。 

 2000 年 9 月至 2001 年 12 月：审判分庭管理小组法律干事(卢旺达问题

国际法庭)，坦桑尼亚阿鲁沙。 

 1996 年 10 月至 2000 年 9 月：法学家、刑事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外

国和国际刑法研究所非洲刑法研究室负责人，德国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 

 1992 年 11 月至 1996 年 9 月：法学家、刑事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外国

和国际刑法研究所刑法部非洲分部研究员兼顾问——德国布赖斯高地

区弗赖堡 

学位、奖项、证书和培训 

学位 

 1996 年：法国图卢兹图卢兹第一社会科学大学刑法和刑事科学博士(成

绩优异)。 

 2010 年：法国南特国际和欧洲基本权利法硕士二。 

 1989 年：法国图卢兹图卢兹第一社会科学大学刑法和刑事科学硕士二

(高等深入研究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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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年：多哥贝宁大学(后更名为洛美大学)司法职业法学硕士。 

 1986 年：多哥贝宁大学(后更名为洛美大学)司法职业法学学士。 

学术及大学获奖情况 

 博士学位论文获国际犯罪学学会授予五年一度“1998 年-2003 年丹尼

斯·卡罗尔奖”，认为纠正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流行观念。 

 国际法语刑事学家协会二年一度的“1998 年-2000 年费芒德·布朗奖的

荣誉提名奖”。 

证书及其他培训 

 “管理和监管技能”证书。 

 “成果预算编制”证书。 

 “协作式谈判技能”证书。 

 “在线法律数据库”证书。 

 “团队建设”证书。 

 “结构变革和应急管理”培训。 

成员资格 

 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和调解员。 

 西非天主教大学的专家朋友小组创始成员(西非天主教大学——多哥分校) 

 防止酷刑协会成员。 

 非洲国际法基金会成员。 

 《国际犯罪学及警察技术和科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大学、治安法官学校等(瑞士、德国、马里、马达加斯加等)客座讲师。 

 马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98-99 年国际陪审团”成员。 

 国际刑法协会成员。 

 非洲法律协会成员。 

语文能力 

 法文：流利/母语 

 英文：流利 

 德文：流利 

 Ouatchi/Ewhe/Mina 语：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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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能 

 保障机密：拟订并监督政策及数据库，帮助防止或限制对机密或敏感文

件/资料的获取。 

 运用技术知识：始终在工作中运用本人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及计算机知识

(微软办公套件)、司法数据库(全部记录信息管理数据库等)。 

 推行职业发展政策：设计并实施能力建设和培训方案，推动了职业发展，

参与了多位工作人员的晋升。 

出版物、论文、著作、演讲、研究工作等 

– La définition, la portée et l'application de la compétence universelle (The 

definition, scope and application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Documents du 

Séminaire sur la compétence universelle, Lomé-Togo, Février 2016. 

– Les défis de la gestion de la diversité des Peuples et des Etats-nations：Le Conseil de 

sécurite des Nations Unies en équilibre instable (The Challenges in Managing the 

Diversity of Peoples and Nation-States：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unstable balance), in Refonder la légitimité de l'Etat：Quelques expériences et 

pratiques parlent, Volume 1, Edition Karthala, Paris 2015. 

– The Rights for Def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Les droits de la défense et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vant la Cour pénale intemationale), à paraître. 

– The Prosecution of "African Cases"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Systems：The Challenges for African Countries (La 

poursuite des "affaires africaines" de crimes internationaux dans les systemes 

nationaux et intemationaux de justice：les défis pour les pays africains), à 

paraître. 

– Attempt of mediation between ICC and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for a 

Mutual Domest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Justice (Essai de 

médiation entre la CPI et les pays africains sub-sahariens pour une mutuelle 

domestication du droit pénal international et de la justice pénale intemationale), à 

paraître. 

– Les Commissions intemationales d'enquêtes en vue de l’établissement des faits ou les 

"anti-chambres de mise en accusation" en matiere de justice pénale intemationale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and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s or the "Ante-Chambers 

of indict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 Annuaire Africain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7, Editions Martinus Nijhoff, 2012. 

– Les enjeux du pluralisme juridique dans le processus d'élabor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droits de I'homme, in Chroniques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ébat sur la Gouvemance (IRG), Édi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 Paris, 2011. 

– L'interdiction absolue de la tortur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et sa mise en oeuvre dans 

dans l’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Séminaire de formation à l'École Nationale de 

de la Magistrature et des Greffes (ENMG, Antananarivo) de Madagascar, ma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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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Droits humains dans l'adi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Pròhibition et 

prévention de la torture», Cours à l'École Nationale de la Magistrature et des 

Greffes (ENMG, Antananarivo) de Madagascar, octobre 2010. 

– Continuing or Recommencing Hearings in Cases before the ICTR with an 

Incomplete Bench - Comparison with ICTY, SCSL and ICC (Continuation ou 

recommencement des audiences devant le TPIR par des Chambres dans une 

composition incomplète — Comparaison avec le Tribunal pénal pour 

l'ex-Yougoslavie, la Cour spéciale pour la Sierra Leone et la Cour pénale 

intemationale), in Protection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 Honour of Navanethem Pilla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octobre 2010. 

–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l’homme par les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ux en matière 

de justice pénale, June 2010. 

– L'interdiction absolue de la torture et ses conséquences procédurales régionales et 

univetselles, mars 2010. 

– La symétrie entre le PIDCP et le PIDESC suite à l'adoption le 10 décembre 2008 

du Protocole Facultatif se rapportant au PIDESC, janvier 2010. 

– Referral of Cases from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s to States — Human Rights as 

Gravity Centre of Criminal Law and Justice Systems (Transfert d’affaires des 

juris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aux États - Droits de l’homme comme centre du 

gravité du droit pénal et des systèmes de justice), novembre 2009.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Droit pénal international et 

droits de l’homme), août 2009. 

–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pénal international), août 2009. 

– Internationale strafrechtliche Untersuchungskommissionen oder di «Vorkammer 

der Anklage» aus der Praxis der 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 in «Aufarbeitung 

der Diktatur— Diktat der Aufarheitung?», Wallstein Verlag, Mars 2009. 

– Réflexions sur la poursuite et les sanctions pénal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n matières de crimes commis par les agents de maintien de la paix, 

CICR, octobre 2008. 

– La légitimité et l'efficacité des sanctions pénales dans les pays africain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 un cas de pluralisme juridico-socio-culturel, in Revue 

Internacionale de Criminologie de Police Technique et Scientifique, 

Juillet-Septembre 2007, No.：4. 

– La coopération entre le 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 Rwanda et les États 

en matière d'exécution de mandats d'arrêt, Cours/Conférence 2002-2003. 

– Strafrecht in Reaktion auf Systemunrecht in Mali (Le droit pénal en réaction aux 

crimes commis par l'État en République du Mali), Freiburg, Allemagne, 141 

pages; Edition «Iuscrim» Freiburg, Allemagne, Octobre 2002. 

– Les sanctions pénales en Afrique：entre traditions et modernité, in «Zwischen 

Mediation und Lebenslang» (Entre médiation et perpétuité). Edition "Verlag 

Rüegger'', Zurich, Suisse, Octobre 2002. 



A/71/83  

 

16-07028 (C) 12/336 

 

– Die Einstellung der Afrikanerlnnen gegenüber dem Recht europäischen 

Ursprungs：Krise oder neue Identität? (L'attitude des africains ct africaines 

envers le droit d'origine européenne：Crise ou nouvelle identité?), in «Europas 

langer Schatten — Afrikanische Identität swischen Selbst- und 

Fremdhestimmung», Brandes & Apsel Verlag, 2000. 

– Le jeune togolais de la rue：au carrefour du droit et du non-droit, in «Law in 

Africa», Revue de la Gesellschaft für Afiikanisches Recht (Société de Droit 

Africain), 1998, Livre Nr. 1; pp. 87-113. 

– La procédure devant la CPI et sa conformité avec les systèmes de juridiques des 

pays africains sub-sahariens. Rapport pour les Nations Unies, juin 1997. 

– Jeune délinquant et jeune marginal au Togo; aperçus de comparaison 

Allemagne-France; 307 pages; Edition Iuscrim; Freiburg, Allemagne, décembre 

1997. 

– Le pardon du juge répressif ou les alternatives a la poursuite et à la peine, Aperçus 

de comparaison Togo, France et Allemagne, octobre 1995. 

– Les confrontations devant le juge d’instruction en droit français, 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Sociales (Faculté de «Droit Pénal et Sciences Criminelles»), Toulouse, 

France, 1987/1988. 

– L'agrément d'une «Société en Commandite Simple» en droit togolais, Mémoire 

de Maîtrise en droit/Carrières Judiciaires, (Lomé, Togo), 198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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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比尼泽·阿普雷库(Ebenezer Appreku)(加纳) 

[原件：英文] 

现任职务：加纳常驻维也纳副代表兼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代理副主席 

个人资料 

全名：埃比尼泽·阿普雷库(先生)；性别：男 

出生日期：1961 年 5 月 17 日；婚姻状况：已婚。国籍：加纳 

学历及专业资格 

1990/91 年(12 月 2 日)： 莱贡国际事务和外交中心硕士(国际事务)； 

1985/87 年(9 月 17 日)： 加纳最高法院大律师/事务律师； 

      (研究生律师执业专业资格证书)； 

      加纳法学院 

1987 年(10 月 2 日) ：  加纳共和国注册律师 

1981/85 年：    加纳大学(莱贡)法学荣誉学士 

其他教育经历： 

联合国训研所国际法和人权访问学者研究金方案，分别由 Lori Damrosch 教授和

Olivier de Schutter 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举办，2008 年春季。 

发展外交研究生文凭(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柏林，1994 年) 

加入专业协会情况及专业经验概述 

 1987 年起：加纳律师协会成员 

 1989 年起：加纳公务员协会成员 

 2004 年起：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2010 年起：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非盟国际法委员会)代理副主席、成

员；2009 年当选，任期五年，2015 年 1 月再次当选 

√ 2015年：第4届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和非洲联盟法论坛(埃及开罗，

2015 年 10 月 19 日和 20 日) 

√ 2015 年：非盟国际法委员会两人代表团成员，在 2015 年 7 月在日内瓦

召开的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依照国际法委员会“与其他机构

的合作”议程项目与该委员会交换了意见 

√ 2015 年：就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非盟法以及非洲在促进国际法方

面的作用向莱贡国际事务和外交中心的研究生和法学院国际法班(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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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客座讲座。2015 年 2 月莱贡的讲座分别由莱贡国际事务和外交中

心主任Henrietta Mensah-Bonsu教授和国际法高级讲师Yaw Benneh先生

主持 

√ 作为加纳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常驻副代表兼法律顾问观察了国际法委

员会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召开的第六十五、六十六和六十七届会议 

√ 2013 年：加纳驻联合国日内瓦和维也纳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常驻副

代表(2013 年 6 月起) 

√ 2011 至 2013 年：加纳共和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法律局局长)；2002/2003

年任加纳共和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法律局代理局长)。1989 年起，为加纳

外交部和其他国家机构以及加纳驻外外交使团提交了多项法律意见，主

要涉及国际法领域。 

√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及常设仲裁法院担任ARA LIBERTAD一案(阿根廷诉

加纳，海洋法法庭第 20 号案件)加纳方共同代理人和法律顾问，海牙，

2013 年 

√ 加纳边界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成员，负责谈判加纳与科特迪瓦的海洋边界问

题以及加纳提交给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划界案(2011 年至 2013 年 6 月) 

√ 2007-2011 年：加纳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的代表。加纳参加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候补代表(2007 年)。 

√ 2007-2011 年：以加纳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团法律顾问和加纳外交

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在纽约召开的第六十二、

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和六十六届会议，根据其议程项目 81 审查了

国际法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和六十

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见大会关于第六(法律)委员会 2007年至 2011年期间

会议的相关正式记录，包括关于第六十一届会议(2009 年)的联合国文件

A/64/10 和 A/64/283) 

√ 2010 年：被同行选为 2010 年纽约非洲法律专家组协调人。为非洲集团

编写由非洲集团主席在第六委员会会议期间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各种议

程项目的声明，包括议程项目 83(国内和国际的法治)。亲自发表非洲集

团关于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的声明(见大会正

式记录，2010 年 12 月 7 日 A/C.6/65/SR.18 号文件“2010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五上午 10 时第六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简要记录”) 

√ 2009 年和 2010 年，主持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

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的咨询委员会(见 2009 年 12 月 20 日 A/64/495

号联合国文件以及大会正式记录，2010 年 12 月 7 日 A/C.6/65/SR.18 号

http://undocs.org/ch/A/64/10
http://undocs.org/ch/A/64/283
http://undocs.org/ch/A/C.6/65/SR.18
http://undocs.org/ch/A/64/495
http://undocs.org/ch/A/64/495
http://undocs.org/ch/A/C.6/65/S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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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0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第六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简要记录，议

程项目 80”) 

√ 2009 年：协调起草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

广泛了解协助方案的决议并代表第六委员会主席团介绍该决议(见大会

正式记录，2009 年 11 月 12 日第六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A/C.6/64/SR.25

号文件，议程项目 80) 

√ 2010 年：协调联合国大会 2010 年第 65/33 号决议。该决议首次设立一

个第六(法律)委员会工作组，于 2011 年开始审议非洲联盟提出列在大会

议程上的专题“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问题 

√ 2009/2011 年：应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的邀请在国际法周的

三个不同会外活动以及 2009 年和 2011 年间各国外交部法律顾问非正式

会议上担任讨论嘉宾，讨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30 周年及《关于和平

解决争端的马尼拉宣言》30 周年等主题。其他讨论嘉宾包括菲律宾常驻

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使、主管法律事务前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帕特

里夏·奥布赖恩女士以及亚非法律协商组织驻纽约代表 Roy Lee 博士 

√ 2010 年起：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先驱成员。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关于

非统组织/非盟条约修订问题特别报告员；帮助审议和撰写了非盟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要求的多项法律意见；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开展

研究以出版非盟国际法委员会首本非洲国际法国家实践摘要问题特别

报告员 

√ 2000 年：表彰本人就加纳参加联合国六项主要人权文书的必要性问题

向议会的宪法、法律、议会及外交事务问题联合委员会作简报的作用。

这六项文书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该公约关于允许个

人申诉的《第一任择议定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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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所有

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

法定时效公约》。(见关于议会辩论的正式报告(汉萨德)，2000 年 7 月 28

日(第四编第 25 卷第 48 号 Col 3934)) 

论文、研究经验和兴趣 

√ 2015 年：作为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非统组织/非盟条约修订问题

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相关备忘录/报告供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和非盟主要机

关审议并通过 

√ 2015 年：作为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开展研究以出版非盟国际法委员

会首本非洲国际法国家实践摘要问题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相关备忘录/报

告供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和非盟主要机关以及非洲联盟成员国审议 

http://undocs.org/ch/A/C.6/64/SR.25
http://undocs.org/ch/A/C.6/64/SR.25
http://undocs.org/ch/A/RES/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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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应非盟国际法委员会主席的要求提交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

法院的备忘录《关于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要求就该委员

会在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的法律资格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事宜》(请

求书编号 002/2013) 

√ 2012 年：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向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授权安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并在利比

亚实施制裁和设立禁飞区的第 1970 和 1971(2011)号决议的法律效力的

法律意见协调人 

√ 以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组特别报告员的身份提交非盟国际法委员会

暂行议事规则草稿初稿，由非盟国际法委员会核准并通过，作为最终议

事规则的基础。最终议事规则由非盟司法和法律事务专门技术委员会在

2015 年 10 月通过，供非盟大会 2016 年 1 月核准(见《非盟国际法委员

会 2013 年年鉴》第 1 版，第 21 页) 

√ 1991 年：Lome IV:A Case Study in North-South Negotiations(未发表的跨

学科硕士论文，涉及国际(条约)法、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可在加纳大

学(莱贡)Balme 图书馆查阅 

√ 1985-1994 年:协助开展研究，最终出版了《加纳条约研究项目临时报告》

两卷本，时间跨度为独立前至 1990 年，得到首席研究员 G. K. A. Ofosu- 

Amaah 教授报告的承认，还因这一贡献收到加纳当时的外交部长 Obed Y. 

Asamoah 博士的嘉奖函。其后协助将这两卷报告数字化，现已在联合国

国际法视听图书馆出版，作为加纳对联合国编纂司持续贡献的一部分 

√ 在《外交部通讯》上发表文章，题为：“The Effect of Unification on Ghana’s 

Treaty Relations with Reunited Germany” 1989/90 年；“The Passport as an 

Instrument of Foreign Policy：The Case of the Ghanaian Passport in South 

Africa”, 1988/89 年 

价值观、强项和爱好 

廉洁、诚实、谦逊、有辛勤工作的激情但富有同情心、时间管理和准时；多文化

或跨文化技能、整洁、纪律和勤奋、志愿服务促进社区发展、研究和分析技能 

音乐(各种流派)、步行、乒乓球和足球、拳击、跳棋(加纳传统棋类游戏) 

计算机技能：具备计算机知识和信息技术知识及打字能力 

语文能力： 
 

英文写作和口语水平优秀(加纳的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 

法文写作和口语良好；有葡萄牙文基础。 

http://undocs.org/ch/S/RES/197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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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洛斯·阿圭略-戈麦斯(Carlos J. Argüello-Gómez)(尼加拉瓜)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卡洛斯·阿圭略-戈麦斯于 1946 年出生于尼加拉瓜马那瓜。已婚，妻子 Sherly 

Noguera Miranda，有 5 名子女。 

高等教育 

– 中美洲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0 年] 

语文 

– 西班牙文(母语)、英文(双语)和法文(程度一般) 

荣誉 

– 尼加拉瓜海军颁发的海军荣誉勋章(2007 年) 

– 中美洲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3 年) 

– 尼加拉瓜陆军大十字勋章(2013 年) 

– 尼加拉瓜国民议会荣誉奖章(2013 年) 

– 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临时所长(2014 年-)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经验 

– 律师事务所执业(1970-1979 年)，中美洲大学民法学教授(1974-1975 年) 

– 国家重建军政府法律办公室协调员(1979-1980 年)。当时军政府在尼加拉瓜行

使行政和立法权力。 

– 司法部副部长兼副总检察长(1980-1982 年) 

– 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1982-1983 年) 

– 尼加拉瓜驻荷兰王国大使(1983-1990 年) 

– 在国际法院审理下列案件时曾出庭担任尼加拉瓜的代理人(1984-2009 年)： 

– 在尼加拉瓜从事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议会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

众国)(1984-1991 年) 

– 边界和跨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1986-1987 年) 

– 边界和跨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1986-1992 年) 

– 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诉讼) 

(1986-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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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海洋划界 (尼加拉瓜诉洪都拉

斯)(1999-2007 年) 

– 航海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05-2009 年) 

– 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2001-2012 年) 

– 尼加拉瓜外交部关于国际法问题(特别是主权问题和海洋法问题)法律顾问

(1984 年- 

–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1986 年-) 

– 尼加拉瓜驻荷兰王国大使(1993-1997 年) 

– 中美洲大学法律系主任(1997-2000 年) 

– 中美洲大学国际公法教授(1997-2000 年) 

– 尼加拉瓜驻荷兰王国大使(2000 年) 

– 尼加拉瓜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2000 年) 

– 驻商品共同基金副理事(2003 年) 

– 在国际法院审理下列待决案件时担任尼加拉瓜的代理人： 

–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0 年-) 

– 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2011 年-) 

– 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在尼加拉瓜海岸 200 海里以外划分大陆架的问题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2013 年-) 

– 指控在加勒比海侵犯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2013年-) 

–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4 年-) 

– 驻荷兰王国外交使团团长(2009 年-) 

– 尼加拉瓜驻圣詹姆斯宫非常驻大使(2010-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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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格丹·奥雷斯库(Bogdan Aurescu)(罗马尼亚) 
 

[原件：英文] 

2016 年 2 月 22 日罗马尼亚常驻代表团的普通照会摘录 

…… 

波格丹·奥雷斯库博士是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授。他在国际法领域拥

有丰富的经验，既有广泛的学术实践，又有身为资深职业外交官包括罗马尼亚外

交部前部长运用国际法的实践知识。 

在连续 18 年的学术生涯中，奥雷斯库教授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外交学院/

罗马尼亚外交学院以及政治研究和公共管理国立学院等其他著名学术机构教国

际公法和其他各种有关国际法方面的学科。他是汉堡大学(德国)法律系的客座教

授，并在欧洲委员会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在的里雅斯特

举办的大学促进民主研讨课中担任讲师。 

在“以优异成绩”完成法学博士学习(论文题目“主权概念和国际法的首要地位”

(2003 年)后，他完成了博士后高级研究课程，获得人权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

难民法和刑法领域的“优秀”资格，主题是“国际人权法领域和国际保护少数民

族成员领域中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演变”(2011 年)。 

奥雷斯库教授是欧洲委员会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的替补

成员(独立法律专家)(2002 年起)，以此身份担任该机构 24 份报告、意见或研究

的报告员或共同报告员，内容涉及国际法律界关心的各种主题，包括保护少数群

体成员、在被占领土上尊重人权、保护集会自由、司法程序过长问题、军队的民

主控制问题等。 

目前他是大使衔外交人员，外交生涯丰富广泛。他曾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

(2014-2015 年)，之前在罗马尼亚外交部内担任国务秘书(副部长)(2004-2005 年、

2009-2014 年)。 

作为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奥雷斯库教授积极推进并在 2015 年 6 月订定使罗马

尼亚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新方针，从而使罗马尼亚成为采取这种步骤的第

72 个国家。他还在 2015 年 2 月提出提案，主张建立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庭，

作为预防、遏制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工具。 

奥雷斯库博士是罗马尼亚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代理人(2003-2004 年)和罗马尼亚在

国际法院的代理人(2004-2009 年)，在国际法院审理黑海海洋划界(诉乌克兰)一案

的整个程序中协调代表罗马尼亚的整个团队的活动，该案于 2009 年 2 月 3 日了

结。他还在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咨询意见形成

过程中协调罗马尼亚团队(并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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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尼亚外交界服务期间(最初在国际法和条约局工作(1996 年))，奥雷斯库教

授担任过罗马尼亚外交部的许多职务。这意味着他积极参与执行国际法的复杂过

程，其中包括法律和条约局副局长(1999 年)、国际法和条约局局长(2000-2001 年)、

法律事务总干事(2001-2003 年)——是罗马尼亚外交部的法律顾问。2000 年至

2003 年期间，他率领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国

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 

奥雷斯库博士是国际法协会(伦敦)罗马尼亚分会会长以及罗马尼亚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协会国际法部主席(2003 年起)。他也是常设仲裁法院成员(2002 年起)和罗马

尼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 2 条指定的仲裁员(2009 年以来)。 

奥雷斯库教授还是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布加勒斯特)的主编、

Judicial Courier(布加勒斯特)编委会成员、ACTA Universitatis Lucian Blaga(锡比乌)期

刊科学理事会的成员和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布加勒斯特)科学理事会的成员。 

他撰写、合著或编辑了 15 部国际法领域的著作，卷中的 23 个章节，国际会议论

文集中的 16 篇研究以及在罗马尼亚或国外期刊上发表的 130 余篇论文、研究、评

论和书评，如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版本),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Brill | Nijhoff 出版社), Helsinki 

Monitor.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Brill | Nijhoff 出版社), European Yearbook of 

Minority Issues (Brill | Nijhoff 出版社), 中国国际法年刊(牛津大学出版社), Revue 

Helle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希腊国际和外国法研究所出版),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 Law Series。 

…… 

一. 个人资料 

√ 1973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布加勒斯特 

√ 罗马尼亚公民 

√ 语文：英文、法文 

二. 学历 

现有法律资格 

√ 2003 年——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评语极佳，成绩优异。博士论

文标题：“主权概念和国际法的首要地位” 

√ 2011 年——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博士后法学研究所博士后高级研究方案，

评语出色，研究领域为“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难民权利和刑法”，研究

主题为“在国际人权法和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国际保护领域中国家和个人之间

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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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习 

√ 1996 年——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优等文凭，毕业论文标题：“国际法和国

内法之间的关系：国际法的新结构” 

√ 1996 年——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大学)与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国-罗

马尼亚 N.Titulescu-H.Capitant 商法与国际合作研究所(法国-罗马尼亚商

业大学学位)；研究生论文标题(法文)：“欧洲共同体缔结相关国际协定

的行为能力” 

√ 1996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会议 

√ 1998 年——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标题：“区域合作和欧洲一体

化的历史” 

√ 2000 年——罗马尼亚国防学院，研究生论文标题：“北约在前南斯拉夫危机

中开展的科索沃行动及其对国际法产生的后果” 

√ 2001 年——布加勒斯特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教授培训部研究生课程 

三. 参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事务 

学术和研究活动 

√ 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学院(公法部)国际法教授，从 1998 年开始教学活动(2002

年至 2004 年期间担任助教，2004 年至 2012 年担任讲师，2012 年至 2015 年

担任高级讲师)。奥雷斯库教授教国际公法、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国际管

辖权、国际法对少数群体的保护等。他的学术生涯还包括在布加勒斯特大学

法学院和/或其他学术机构(如外交学院/罗马尼亚外交研究所、国家政治和行

政研究学院和布加勒斯特尼古拉提图莱斯库大学)讲授外交和领事法、条约

法和欧盟对外关系法。 

√ 罗马尼亚外交部外交学院大学理事会成员(2002-2005 年)。 

√ 德国汉堡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伊拉斯谟教学人员流动计划)(2006 年)。 

√ 欧洲委员会的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于 2005-2008 年

和 2010 年在的里亚斯特举办的民主大学研讨会课程的讲师。 

√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中欧和东南欧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结构及其融

入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前景”方案助理研究员(2006 年)。 

√ 欧安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起草关于少数民族的族裔间关系的建议

(Bolzano 建议)的助理专家(2008 年)。 

√ 罗马尼亚科学院起草《罗马尼亚法律百科全书》专家小组成员，负责国际法

术语(自 2008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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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13 年研究、开发和创新国家计划二”中“理念——探索性研究项

目”方案“为罗马尼亚司法程序耗时过长找到具体的国家一级的纠正办法”

研究项目主任(2009-2011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罗马尼亚外交学院院长(2014-2015 年)。 

√ 罗马尼亚《国际法学刊》(布加勒斯特 C.H.Beck 出版社出版)主编(自 2003 以

来)，《司法信使》(布加勒斯特)杂志编辑部成员(自 2008 年以来)，《ACTA 

Universitatis Lucian Blaga》杂志(锡比乌)科学理事会成员(自 2013 年以来)，

《宪法学评论》(布加勒斯特)杂志科学委员会成员(自 2015 年以来)。 

专业学术机构和协会 

√ 伦敦国际法协会罗马尼亚分会主席(自 2003 年以来)。 

√ 罗马尼亚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协会国际法分会主席(自 2003 年以来)；自 1996

年以来担任成员。 

√ 布加勒斯特大学欧洲-大西洋研究中心成员(1997 年)。 

√ 欧洲委员会的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候补委员(独立

法律专家，代表罗马尼亚)(自 2002 年以来，目前为第 4 任)，并以此身份为

这一著名机构的 24 份报告、意见或研究担任报告员或共同报告员： 

– 关于黑山《少数民族法》草案的意见(2004 年)； 

– 关于为格鲁吉亚领土上的前南奥塞梯地区冲突受害者提供赔偿和归还

财产的法律草案的意见(2006 年)； 

– 关于诉讼程序耗时过长国家一级纠正办法的成效报告(2006 年)； 

– 关于阿塞拜疆《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06 年)； 

– 关于保护非公民和少数群体的研究(2006 年)； 

– 关于阿塞拜疆《集会自由法》的第二次意见(2007 年)； 

– 关于武装力量的民主控制研究(2008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保加利亚《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格鲁吉亚《集会自由法》修正案的意见(2009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修正案的暂定意见(2009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修正案的第二次意见(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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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格鲁吉亚《集会自由法》修正案的第二次暂定意见(2010 年)； 

– 民主人权办/欧安组织和威尼斯委员会关于集会自由的共同准则(2010 年)； 

– 关于塞尔维亚《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10 年)； 

– 关于亚美尼亚《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10 年)； 

–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集会自由法》的第二次意见(2010 年)； 

– 关于格鲁吉亚《集会自由法》修正案的最终意见(2011 年)； 

– 关于白俄罗斯《集会自由法》的意见(2012 年)； 

– 关于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修正案的第三次意见(2013 年)； 

– 关于格鲁吉亚《国家语言法》的(非正式)意见(2014 年)； 

– 关于黑山《少数群体法》修正案的意见(2015 年)； 

– 关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宪法修正案的意见(执行保护人权和自由国际

机构的调查结果)(2016 年)。 

√ 布加勒斯特国际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科学委员会(现改名为罗马尼亚联合国

青年协会)主席(自 2010 年以来)。 

√ 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高级理事会成员(代表罗马尼亚)(自 2010 年以来)。 

√ 罗马尼亚-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董事会名誉共同主席(2014-2015 年)。 

仲裁和司法活动 

√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罗马尼亚国家组)(自 2002 年以来) 

√ 罗马尼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 2 条指定的仲裁员(自 2009 年

以来) 

√ 罗马尼亚政府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代理人(2003-2004 年) 

√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中担任罗马尼亚的代

理人(2004-2009 年) 

√ 在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咨询意见形成过

程中担任罗马尼亚法律小组协调员(2009 年；并在听讯期间提交书状) 

外交活动 

√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2014-2015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战略事务国务秘书(2009-2010 年，2012-2014 年)、欧洲事务

国务秘书(2004-2005 年，2010-2012 年)和全球事务国务秘书(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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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尼亚外交部副国务秘书(罗马尼亚政府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代理人，法律

事务总局协调员)(2003-2004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法律事务司司长(兼法律顾问)(2001-2003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司长(2000-2001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1999-2000 年) 

√ 罗马尼亚驻多瑙河委员会(布达佩斯)候补代表(自 2000 年以来)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副司长(1999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办公室部长顾问(1998-1999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随员(1997-1998 年) 

√ 罗马尼亚外交部国际法和条约司主管干事(1996-1997 年) 

其他相关方面的专业活动 

√ 在以下谈判中担任罗马尼亚代表团成员/团长：若干双边睦邻友好条约(与摩

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关

于边界制度(与乌克兰——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关于海洋划界问题(与乌克兰

——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关于少数群体问题(与匈牙利)；国际组织(黑海经济

合作组织、多瑙河委员会、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框架内的多边文件和条约。 

√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会议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出席欧洲委员会国

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会议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2000-2003 年)。 

√ 《生活在邻国的匈牙利人法》问题罗马尼亚法律小组协调员(2001-2003 年)，

乌克兰毕思妥运河问题罗马尼亚法律小组协调员(2002-2004 年)。 

√ 罗马尼亚-匈牙利外交关系联合委员会和少数民族问题联合委员会共同主席

(罗马尼亚方面)(2004-2005 年，2009-2014 年)。 

√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联合政府间小组共同主席以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少数民

族问题联合委员会共同主席(罗马尼亚方面)(2004-2005 年，2010-2014 年)。 

√ 罗马尼亚-德国少数民族问题联合委员会共同主席(罗马尼亚方面)(2010-2012

年)。 

√ 代表罗马尼亚在《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和 15 号议定书(2004 和 2013 年)以

及其他国际条约上签字。 

√ 坎帕拉执行罗马规约审查会议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乌干达，2010 年)。 

√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第 11 次大会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海

牙，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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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欧洲委员会关于改革欧洲人权法院的因特拉肯会议(2010 年)和布赖顿

会议(2012 年)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 

√ 2011 年 9 月 13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罗马尼亚/美国关于在罗马尼亚部署美国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协定》和《罗马尼亚和美国关于建立 21 世纪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宣言》的罗马尼亚方首席谈判代表(2010-2011 年)。 

√ 积极推动罗马尼亚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并在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期

间于2015年6月正式接受，从而使罗马尼亚成为采取这一步骤的第72个国家。 

√ 在担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期间，于 2015 年 2 月正式提议设立一个反恐怖主

义国际法庭，作为一项防止、制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工具。 

√ 在罗马尼亚和国外(基希纳乌、巴蒂、美因茨、布拉迪斯拉发、华盛顿、第

比利斯、巴库、布鲁塞尔、海牙、华沙、伊斯坦布尔、萨格勒布、奥斯陆、

东京、贝尔格莱德、柏林、伦敦、突尼斯、维也纳、加米施-帕滕基兴、突

尼斯、阿什哈巴德、哥本哈根、巴黎、斯德哥尔摩、的里雅斯特、克拉科夫、

日内瓦、基辅、罗马、慕尼黑、哈利法克斯、渥太华、里斯本、布拉格、布

莱德、弗伦斯堡、波尔查诺、明斯克、比勒陀利亚、西安、格拉茨、汉堡、

多伦多、科英布拉、雷克雅未克、雅典、杜伦和圣雷莫)举行的 200 多次与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主题有关的会议、研讨会、圆桌会议、讲习班和讲座的主

旨发言人/组织者/与会者。 

四. 荣誉 

√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授予的“罗马尼亚外交活动杰出贡献奖状”(2002 年)和“罗

马尼亚外交活动杰出贡献和黑海海洋划界案贡献奖状”(2009 年)。 

√ “忠诚服务”骑士勋章(2002 年)，外交功绩骑士勋章(2007 年)，“罗马尼亚

之星”骑士勋章(2009 年)，“波兰共和国十字勋章”(2009 年)，“罗马尼亚之

星”官员勋章(2013 年)；“罗马尼亚总参谋部荣誉勋章”(2013 年)；“波兰武

装部队金质奖章”(2013 年)。 

五. 出版物 

奥雷斯库教授专著、合著、编辑或合编了国际法领域的 15 卷作品和其中的 23 个

章节；国际会议论文中的 16 项研究；在罗马尼亚或外国期刊上发表 130 多篇文

章、研究、评论和书评，例如《法国国际法年鉴》(CNRS 版)、《国际海洋法和沿

海法杂志》(Brill/Nijhoff 出版社)和《赫尔辛基观察》、《安全与人权》(Brill/Nijhoff

出版社)、《欧洲少数群体问题年鉴》(Brill/Nijhoff 出版社)、《中国国际法学刊》(牛

津大学出版社)、《希腊国际法学刊》(希腊国际和外国法研究所出版)、《罗马尼亚

国际法学刊》、《布加勒斯特大学年鉴法学分册》。 

附件中列举一些最重要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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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授波格丹·奥雷斯库博士的部分出版物清单 
 
 

著作 

√ The New Sovereignty. Between Legal Reality and Political Neces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罗马尼亚文，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2003 

√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s，罗马尼亚文，C.H. Beck Publishing 

House，第 1 版——2005，第 2 版——2013 

√ The Forestage and the Backstage of The Hague Trial，罗马尼亚文，Monitorul 

Oficial Publishing House，2009 

√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yntheses(合著)，罗马尼亚文，C.H. Beck Publishing 

House，第 1 版——1999，第 8 版——2015 

√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手册，合著 )，罗马尼亚文，C.H. Beck 

Publishing House，2000 

√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Essential Texts(合著)，罗马尼亚文，Universul 

Juridic Publishing House，第 1 版——2001，第 2 版——2007 

√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Syntheses for Examinations(合著)，罗马尼亚文，

C.H. Beck Publishing House，2002 

√ Protecting Minorities in the Future Europe. Betwee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International Law(合著)，英文，Monitorul Oficial Publishing House，2002 

√ The Law 590/2003 on Treaties，commented(合著 )，罗马尼亚文，Coresi 

Publishing House，2004 

√ Kin-State Involvement in Minority Protection. Lessons Learned(编)，英文，

Monitorul Oficial Publishing House，2005 

√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before ICJ. The Written and Oral 

Pleadings in the case Romania v. Ukraine(合编)，罗马尼亚文，Romanian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2009 

√ Actualité du droit des fleuves internationaux(与 A. Pellet 教授合编兼合著)，法

文，Romani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EDIN，Editions Pedone，2010 

√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national remedies for the unduly length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Romania (编兼合著)，罗马尼亚文，C.H. Beck Publishing House，

2011 

√ Roman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编兼合著)，英文和法文，

Hamangiu Publishing Hous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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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al Parties–Key Factor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Societies(合编)，英文，OSCE/ODIHR and the Venice Commission，2014. 

章节、研究和论文(用英文或法文出版，仅列示部分) 

√ The Borders of Sovereignty：Whos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ational minorities?，

章节见“Blood and Borders：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Problem of the 

Kin State”，W. Kemp，V. Popovski，R. Thakur 编，UN University Press，Tokyo，

June 2011，pp.28-48； 

√ The“Kinterested”State and the HCNM Bolzano“Rules of Engagement”，见

“National Minorities in Inter-State Relations”中第 4 章，F. Palermo 和 N. 

Sabanadze 编，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Boston，2011，pp. 63-77； 

√ L’efficacité des dispositions sur 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dans les conventions 

environnementales. Etude de cas：le projet ukrainien du canal navigable“Bystroe”

dans le Delta du Danube，章节见“Actualité du droit des fleuves internationaux”，

B. Aurescu 和 A. Pellet 编，ADIRI & CEDIN，Editions Pedone，Paris，2010，

p.265-283； 

√ Minorities in Europe：Recent Trends，章节见“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Edward McWhinney”，S. Yee 和 J.-Y. Morin 编，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Brill，2008，pp. 575-588； 

√ The“Law on Romanians living Abroad”：comments and assessment in light of the 

Venice Commission’s standards on kin-State involvement in minority protection，

章节见“Liber Amicorum Antonio La Pergola”，S. Granata-Menghini 和 P. van 

Dijk 编，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Libreria Dello Stato，2008，

pp.53-62；the second edition - Juristforlaget i Lund，Lund，2009，pp.61-71； 

√ The Romanian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ir kin-State，International Colloquium“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ir kin-State”(June 2002，Athens，Greece)，章节见“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ir kin-State”，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Collection 

Science and Technique of Democracy no. 32，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Venice Commiss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编，2003，

pp.175-193； 

√ Repor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Remedies in Respect of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章节见“Can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be Remedied?”，

Venice Commission，“Science and Technique of Democracy”No.44，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2007，pp.11-64； 

√ Conclusions to the Preliminary Draft Report on National Remedies in Respect of the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Remedies to be 

used to obtain the Speeding-up of the Procedures，章节见“Can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be Remedied?”，Venice Commission，“Science and Technique of 

Democracy”No. 44，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2007，pp. 36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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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Advantages and 

Risks for a Possible Recognition by Romania.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Case，章节见“In Honorem Corneliu Bîrsan”，编 A. 

Almăşan，Hamangiu Publishing House & The Law Review，2013，pp. 888-900； 

√ The Importance of The Hague Judgment in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for the Romanian Foreign Policy，章节见“Roman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B. Aurescu 编，Hamangiu Publishing House，

2014，pp. 23-30； 

√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oman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Dynamic of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章节见

“Democracy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World”，V. Naumescu 编，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4，pp. 458-467； 

√ The European and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of Romania and th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with Ukraine on the State Border and the Maritime Areas in the 

Black Sea，载于 Euro-Atlantic Studies，no. 5/2002 (合著)，pp. 137-144； 

√ The 2006 Venice Commission Report on Non-citizens and Minority Rights. 

Presentation and Assessment，载于 Helsinki Monitor.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no. 2/2007 (Volume 18)，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pp. 150-163； 

√ Le conflit libanais de 2006 – une analyse juridique à la lumière de tendances 

contemporaines en matière du recours à la force，载于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LII，2006 (2007 年印发)，pp. 137-159； 

√ The“Concept of State National Policy”in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 of Nation，载于 Annals of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 Law Series no. 1/2007，pp.135-151； 

√ The Ukrainian“Bystroe Canal”Project in the Danube Delta – a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s Applied by the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载于 Annals of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 Law Series，no. 4/2006 

(October-December)，pp.7-24； 

√ Organizational and Procedural Aspects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 of State Agent 

before ECHR and ICJ - Some Romanian Perspectives，载于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Vol. 6，No. 2，pp. 363-377； 

√ Current Legal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C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Romania v. Ukraine)，载于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ume 21，issue 4，

December 2006，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pp. 535-537； 

√ The Ukrainian“Bystroe Canal”Project in the Danube Delta – betwee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Report of the First Espoo 

Inquiry Commission，载于 Revue Helle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Volume 

2/2006，pp.39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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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ateral Agreements as a Means of Solving Minority Issues：The Case of the 

Hungarian Status Law，载于 European Yearbook of Minority Issues，Volume 3 

(2003-2004)，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European Academy，Bolzano，

pp.509-530； 

√ Cultural Nation versus Civic Nation：Which Concept for the Future Europ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ecommendation No. 1735/2006 of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The Concept of“Nation”，载于 European 

Yearbook of Minority Issues，Volume 5 (2005-2006)，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European Academy，Bolzano，pp. 147-159； 

√ Demetru Negulescu(1875-1950) – a Life Dedicated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ntribution of Judge Demetru Negulescu to the Study of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Advisory Opinion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载于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no. 2/2006，p. 213-217； 

√ Shaping Human Security. The Emergency Transit Centre in Timisoara – a model 

for creating humanitarian space，载于 ACTR/WGR (UNHCR) Newsletter，issue 

no. 3，February 2010，pp. 4-5； 

√ EU’s Role in the Wider Black Sea Region，载于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Spring 

2011，vol. 10，no.1，pp. 35-45； 

√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Revised. The Romanian Perspective，载于

Impact Strategic，nr. 2(43)，30 June 2012，pp. 17-20； 

√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合著，载于 Acta 

Universitatis“Lucian Blaga”–Jurisprudentia no. 2，2012，pp. 203-209； 

√ The June 2012 Opinion of the Venice Commiss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the Act on the Rights of Nationalities of Hungary. Presentation and Assessment，

载于 Lex ET Scient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no. 2，December 2012，pp. 166-179；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2011 Agreement between Romania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Deploy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Romania with the Agreements in the Same Field concluded by 

United States with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载于 Land Forces Academy 

Review no.3(67)，din September 2012，Vol. XVII，pp. 197-207； 

√ Romania’s Possible Recognition of the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a Cultural Approach Perspective，载于 Acta 

Universitatis“Lucian Blaga”– Jurisprudentia no. 2，2013，pp. 305-311； 

√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Court against Terrorism，合著，载于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no.1/2015，pp. 1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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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梅隆·博雷戈·佩雷斯(Carmelo E. Borrego Pérez)(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5 年 7 月 16 日，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教授 

学历 

1982 年  学士学位，委内瑞拉中央大学 

1987 年  硕士和博士学位，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刑法和犯罪学专业 

2002 年  合格研究员(相当于硕士)，巴塞罗那大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成绩：突出 

2005 年  法学博士，巴塞罗那大学 

博士论文：Validez de la norma penal internacional 

成绩：优秀 

其他研究生学业 

1997 年  当今刑法问题(研究生课程)，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 

2015 年  外交强化班。外交高级研究学院，人民政权外交部，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 

语文 

英文(中佛罗里达大学多语种文化研究中心深造) 

西班牙文(母语) 

意大利文(中等水平) 

葡萄牙文和法文(初级) 

学术界行政职务(2001 年至今)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刑法学学院院长，2007-2013 年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刑法学学院副院长，2001–2007 年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和犯罪学系主任，2006-10 年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系主任，2003-2012 年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和政治学系研究生中心刑法学和犯罪学专业学术委员会

成员，2001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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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和政治学系研究生中心程序法专业学术委员会成员，2000

年至今 

学术奖项和荣誉 

2010 年研究奖(10 月-11 月)，加拿大政府颁发 

Estudio comparado sobre control internacional antidrogas Canadá y Venezuela (国际

药物管制比较研究：加拿大与委内瑞拉)。 

巴塞罗那大学攻读博士奖学金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科学发展委员会颁发，2000 年。 

科研实习 

中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学者，2014 年 

其他行政和学术活动：司法和社会法律研究中心主席，刑事系统与安全权利，加

拉加斯(2014 年至今) 

学术生涯 

1987 年至今：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教授 

    研究和教学职务 

1987-1996 年  讲师 

1996-1998 年  助理教授 

2000-2006 年  终身教授 

2006-2010 年  副教授 

2010 年-   正教授(全职教授) 

专业领域 

宪法、人权和司法、全球化与控制犯罪、国际法和国际冲突、国际刑法和国际人

道主义法 

大学教学工作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授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学院研究生中心教授 

专长：程序法、人权、刑事科学和犯罪学 

法学博士：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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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著作 

2015 年. Actividad Judicial y las Nulidades: el Procedimiento Penal Ordinario, 

Livrosca, Caracas. 

2014 年. Sistema Penal y Acceso a la Justicia (second edition), 与 Elsie Rosales

和 Gilda Nuñez 合著，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uncil。 

2012 年. Actividad Judicial y las Nulidades, Livrosca, Caracas. 

2011 年. Actividad Procesal y el Procedimiento a Instancia del Ofendido y por 

Acusación Privada, Livrosca, Caracas. 

2010 年.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y las Pruebas Penales, Livrosca, Caracas. 

2006 年. Validez de la Norma Penal de Orden Internacional. Especial Referencia al 

Estatuto de Rom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Faculty of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2006 年 . Proceso Penal Ordinario. Actos y Nulidades Procesales, Faculty of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2001 年. Constitución y Proceso Pe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Livrosca, 

Caracas. 

1999年. Nuevo Proceso Penal: Actos y Nulidades Procesal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Livrosca, Caracas. 

1996 年. Constitución, Principios y Garantías Penales, 与 C. S. Bello 和 Elsie 

Rosales 合著,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1992 年. Drogas y Justicia Penal (Interpretación Jurídica y Realidad Judicial), 与 

Elsie Rosales 合著, Livrosca, Caracas。 

著作章节 

1994 年. “Los derechos humanos y la reforma de la Ley Antidrogas”, La droga frente 

a la ley: un nuevo enfoque, Instituto de Estudios Jurídicos del Estado Lara, 

Barquisimeto. 

1998 年. “Las pruebas en el código orgánico procesal penal”, McGraw Hill, Caracas. 

1997年. “Reforma constitucional y estados de excepción”, Control Social y Justicia 

Penal,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Penales y Criminológicas,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Mérida. 

2002 年. “Los principios penales y el delito: “contra la seguridad en el trabajo 

(artículo 316 Código Penal Ley 10/1995)”, Estudios de Derecho Penal Económico, 

Santiago Mir Puig, Juan Luis Modolell, José Ignacio Gallego Soler 和 Carlos 

Simón Bello 编, Livrosca。 

http://undocs.org/ch/A/RES/1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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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La Legalidad y los Personales para el Enjuiciamiento ant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Una perspectiva latinoamericana. 

可查阅：https://www.upeace.org/OKN/collection/cortepenal/La%20Corte% 20Penal% 

20Internacional-Una%20perspectiva%20latinoamericana.pdf 

论文 

1989 年.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la Ley Orgánica d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y los derechos humanos", Instituto de Estudios Jurídicos del 

Estado Lara, Imprenta Diario de Tribunales, pp.153-187, Barquisimeto. 

1991年. "Síntesis del trabajo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aplicación judicial de la Ley d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Políticas, No. 79, pp. 341-353,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1991 年. "La duración de los procesos en los delitos contra la cosa pública",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Políticas, No. 82, pp. 195-212,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1991 年. "La valoración de la prueba en la Ley Orgánica d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No. 43, pp.45-57, Andrés 

Bello Catholic University. 

1992 年. "Constitución y reforma penal" (in collaboration with Elsie Rosales),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Políticas, No. 85. 

1993 年. "La fase de instrucción del sumario en la Ley Orgánica de Salvaguarda", 

Revista de la Fundación de la 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No. 8, 

pp.273-292. 

1993 年. "La formulación legislativa de la Ley de Libertad bajo Fianza",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Políticas. No.90, pp.191-203. 

1995 年 . “Los sistemas de prueba y de valoración en la reforma a la Ley 

Antidrogas”,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Políticas, No. 94,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1995 年. “Problemas de la tipicidad en el proceso penal”,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Políticas, No. 97,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1995 年 . Colaboraciones Doctrinales en la Obra: Enciclopedia Jurídica Opus, 

Ediciones Libra. 

1996 年. “Adquisición de la prueba en el proceso penal”, Propuestas para la 

Reforma del Proceso Penal Venezolano, Instituto de Estudios Jurídicos del Estado 

Lara, Barquisimeto. 

1997 年. “La historia y la reforma del proceso penal”, Revista de la 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No.79, Caracas.   

1999 年. “Las nulidades en el proceso penal”. Libro Homenaje a José Rafael 

Mendoza Troconis, volume II,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https://www.upeace.org/OKN/collection/cortepenal/La%20Cort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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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la teoría general del proceso”, Yearbook 

13-14, years 1995-1996,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2001 年. “El Derecho Positivo Internacional del derecho de los detenidos”, Revista 

del Tribunal Supremo de Justicia. 

2003 年.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1999”, criminology chapter, 

Homenaje a Alessandro Baratta, Zulia University, Maracaibo. 

2003 年. “Informe sobre las Reglas de Procedimiento y Prueba del Estatuto de 

Rom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extra,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2003 年.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perspectiva Constitucional Venezolana”, 

criminology chapter, Homenaje a Alessandro Baratta, Instituto de Criminología 

Lolita Aniyar de Castro, Zulia University, Maracaibo. 

2006 年. “Jurisdicción Universal y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criminology 

chapter, Instituto de Criminología Lolita Aniyar de Castro, Zulia University, 

Maracaibo. 

2011 年. “Control Penal antidrogas Canadá-Venezuela”, Anuario del Instituto de 

Ciencias Penales y Criminológicas, No. 20, Faculty of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司法意见 

1995年. Sentencia de instancia superior mediante la cual se decreta la desaplicación 

judicial del artículo 57 de la LOSEP por ser contrario a la Constitución y al Derecho 

Penal.(高等法院命令废除公共服务基本法第57条，理由是其违宪并违反刑法), 

Anuario del Instituto de Ciencias Penales y Criminológicas, No.13-14, 1999,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5年. Sentencia de instancia superior mediante la cual se decreta proseguir la 

averiguación en un juicio por drogas por insuficiencia de tipicidad objetiva y 

subjetiva. (高等法院责令进一步调查主观和客观表征不够充分的毒品案件的

决定)Anuario del Instituto de Ciencias Penales y Criminológicas, No.13-14, 1999,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5年. Sentencia de instancia superior mediante la cual se decreta amparo contra 

decisión judicial por extralimitación de funciones en materia de drogas. (高等法院

针对某毒品案涉及滥用职权的裁决命令进行宪法权利保护的决定) Anuario del 

Instituto de Ciencias Penales y Criminológicas, No.13-14, 1999,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会议和讲座 

1988 年(11 月) Adquisición de la prueba en el proceso penal y derechos de los 

detenidos [Acquisition of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rights of detainees]. 

Programa de asistencia al preso en estado de pobreza crítica [Suppor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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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isoners in a state of critical poverty], Ministry of Justice - University of Los 

Andes - Latin American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 United Nations, Mérida. 

1989 年 (4 月) La Ley Orgánica de Salvaguarda y los derechos humanos [Organic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V Jornadas Venezolanas de Criminología 

[Fifth Venezuelan Criminology Conference], Instituto de Estudios Jurídicos del 

Estado Lara [Institute for Legal Studies of Lara State], Barquisimeto.  

1989 年  (7 月 ) La aplicación judicial de la Ley Orgánica del Sufragio y 

Participación Política (LOSPP)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Organic Law on 

Suffra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Sociología del 

Derecho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of Law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os Avanzados (IDE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1989 年 (10 月) El sistema de valoración de la prueba en la Ley Orgánica d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System of evidence assessment under the 

Organic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Assets], [Criminal Evidence course, Casa 

Rómulo Gallegos, FUNDAIUS -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0 年 (3 月) La instrucción del sumario en la Ley Orgánica d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Pretrial proceedings under the Organic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Assets, Course on pretrial proceedings, Parque Central,[Criminological, 

Criminal and Penitentiary Study Group]. 

1990 年 (7 月) La aplicación judicial de la Ley Orgánica d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Organic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Assets], First Internal Research Seminar, Institute of Penal and 

Criminolog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1 年 (4 月) La valoración de la prueba en el juicio de Salvaguarda [Assessment 

of evidence in the Protection Court], Jornadas sobre Derecho Procesal Civil y Penal 

[Civil Procedural and Criminal Law Conference], Attorney-General of the Republic, 

269th Graduating Class of Lawyer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1 年 (8 月) Delitos sobre drogas con especial referencia al comercio y a la 

tenencia [Drug offens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aling and possession], Jornadas 

sobre la Ley Orgánica sobre Sustancias Estupefacientes y Psicotrópicas 

[Conference regarding the Organic Law on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Colegio de Abogados del Estado Falcón [Bar Association of Falcón State]. 

1991 年 (11 月) El comercio de las sustancias estupefacientes y psicotrópicas 

[Dealing in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Jornadas sobre La Ley Orgánica 

sobre Sustancias Estupefacientes y Psicotrópicas [Conference on the Organic Law 

on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Colegio de Abogados del Estado Lara 

[Bar Association in Lara State], Instituto de Estudios Jurídicos del Estado Lara 

[Institute of Legal Studies in Lara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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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4 月) El procedimiento en la LOSPP [LOSPP Proceedings]. Intensive 

course. Instituto de Práctica Jurídica [Legal Practice Institute], Caracas.  

1992年 (5月) El procedimiento en el juicio de drogas [Proceedings in drugs trials], 

Instituto de Práctica Jurídica [Legal Practice Institute] headquarters, Intensive 

course with Professor Elsie Rosales.  

1992年 (6月) Curso intensivo sobre Casación Penal [Criminal Appeals - intensive 

course], Instituto de Práctica Jurídica [Legal Practice Institute], Caracas.  

1992 年 (11 月)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legislación especial sobre drogas 

[Human rights in the special legislation on drugs], Primeras Jornadas de Derecho 

Penal en materia de drogas [First Conference on Criminal Law on drugs], 

Asociación Mundial de Jóvenes Juristas/Colegio de Abogados del Distrito Feder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Young Lawyers/Federal District Bar Association].  

1993 年 (3 月) Las pruebas y su valoración en la LOSEP [Evidence and its 

assessment under the Organic Law on Public Service [LOSEP]], Jornadas sobre la 

Ley Orgánica sobre sustancias estupefacientes y psicotrópicas [Conference on the 

Organic Law on Narcotic Drug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Colegio de 

Abogados del Estado Mérida y Lara [Bar Association in the States of Mérida and 

Lara], El Vigía. 

1993年 (5月) La valoración de la prueba. Pruebas en el Proceso Penal. [Evidence 

assessment: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stitute of Penal and 

Criminological Sciences, Caracas Athenaeum.  

1993 年 (7 月) La formulación legislativa de la Ley De Libertad Provisional bajo 

Fianza [Legislative formulation of the Law on Provisional Release on Bail], Course 

“Ley de Libertad Provisional bajo Fianza” [Law on Provisional Release on Bail], 

Faculty of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Caracas Athenaeum.  

1993 年 (11 月) Derechos humanos y la Reforma de la Ley antidrogas [Human 

rights and the reform of the Anti-Drug Law], Primer Seminario de Derecho Penal en 

materia de drogas [First seminar on drug cases in Criminal Law, Centro de 

Actualización Jurídico Económico José Agustín Méndez [José Agustín Méndez 

Legal and Economic Update Centre], Parque Central. 

1993 年 (11 月) Curso sobre la LOSEP [Course on the Organic Law on Public 

Service] Parte sustantiva [Substantive part] (in collaboration with Elsie Rosales), 

Asociación de Defensores Públicos de Presos del Distrito Federal y Estado Miranda 

[Public Defenders Association for Prisoners of the Federal District and Miranda 

State], Association headquarters, Palace of Justice. 

1994 年  (3 月 ) Aspects fundamentals de la Reforma de la Ley organic d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 Reform of the 

Organic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Assets], Primer Seminari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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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imientos Penales [First seminar on Criminal Procedure ], Centro de 

Actualización Jurídico Económica José Agusftín Méndez [José Agustín Méndez 

Legal and Economic Update Centre], Parque Central. 

1994 年 (4 月) Tráfico de drogas [Drug trafficking], Jornadas sobre la Reforma de 

la LOSEP [Conference on the reform of the Organic Law on Public Service], 

Instituto de Estudios Jurídicos del Colegio de Abogados del Estado Lara y Colegio 

de Abogados del Estado Cojedes [Institute for Legal Studies of the Bar Association 

of Lara State and the Bar Association of Cojedes State], Palacio de Gobierno 

[Government House], San Carlos. 

1994 年 (5 月) Garantías penales, derechos humanos y estados de excepción 

[Criminal protection, human rights and states of emergency]. Jornadas sobre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nference], Centro de 

Actualización Jurídico Económico [Legal and Economic Update Centre], Parque 

Central, Caracas. 

1994 年 (5 月) La valoración probatoria en los delitos contra la cosa pública 

[Evidentiary assessment of crimes against the public interest], Curso sobre 

salvaguarda del patrimonio público [Course on protecting public assets], Ministerio 

Público [Public Ministry],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Auditorio Ministerio 

Público [Auditorium,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1994 年 (5-6 月) Los sistemas de prueba y valoración [Evidence and assessment 

systems], Curso sobre la reforma a la ley orgánica sobre sustancias estupefacientes 

y psicotrópicas [Course on reform of the Organic Law on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Ministerio Público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Instituto de 

Estudios Superiore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Auditorio Ministerio Público 

[ Auditorium,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1994 年 (8 月) Derechos humanos y la reforma a la LOSEP [Human rights and 

reform of the Organic Law on Public Service], Seminario Nacional sobre la 

problemática de las drogas [National seminar on the issue of drugs], Carabobo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riminal and Penal Research, Bar Association of Carabobo 

State.  

1994年 (8月) Derechos humanos y reforma a la Ley antidrogas [Human rights and 

reform of the Anti-drug Law], Institute of Legal Studies of Lara State, Jueces para la 

Democracia [Judges for Democracy], Bar Association of Lara State, Barquisimeto. 

1995 年 (10 月) Intensive course on the LOSEP. Institute of Higher Studies of the 

Armed Forces, Fuerte Tiuna. 

1995 年 (8 月) Jurisprudencia de 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en la valoración 

probatoria en materia de drogas [Jurispruden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regarding the assessment of evidence in drug-cases], Jornadas sobre Derecho 

Procesal Penal [Conference 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entro de Actualiz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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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ídico Económica José Agustín Méndez [José Agustín Méndez Legal and 

Economic Update Centre], Parque Central.  

1995 年 (7 月) Adquisición de la prueba en el proceso penal [Acquisition of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 Procesal 

Penal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Institute of Legal Studies of the States of Lara and Copre, Bar 

Association of Lara State], Barquisimeto. 

1996 年  (2 月 ) Propuestas para la reforma del proceso penal venezolano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Venezuelan Criminal Procedure], Seminario en el Colegio 

de Abogados del Estado Barinas y Promoción de Especialistas en Ciencias Penales 

y Criminológicas [Seminar at the Bar Association of Barinas State and Promotion of 

Specialists in Penal and Criminological Sciences], Andrés Bello Catholic 

University, Guanare, Portuguesa State.  

1996 年  (2 月 ) Propuestas para la reforma del proceso penal venezolano 

[Proposals for the reform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Venezuela], Seminario en el 

Colegio de Abogados del Estado Mérida [Seminar at the Bar Association of Mérida 

state].  

1996 年  (2 月) El delito de comercio en la Ley Orgánica sobre Sustancias 

Estupefacientes y Psicotrópicas, “La Ley Antidrogas” [The crime of drug dealing 

under the Organic Law on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The Anti-Drug 

Law”], Sepúlveda-Fischer and Associates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1996 年 (2 月) Administración de Justicia en materia de droga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drug cases], Student Centre in the School of Law, Faculty of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6 年关于刑事诉讼程序改革： 

(1996 年 3 月 9 日) Valencia, Carabobo State, Bar Association of Carabobo State 

(1996 年 3 月 23 日) Maracay, Aragua State, Bar Association of Aragua State 

(1996 年 5 月 11 日) Puerto La Cruz, Anzoátegui State 

(1996 年 5 月 29 日) Judiciary Council, School of the Judiciary, Caracas  

(1996年4月12日) Professors’ Associ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8 年 (4 月) Derecho y proceso penal: Una manera de hacer justicia o de crear 

injusticia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 Delivering justice or creating injustice], 

Encuentro Internacional Procuración de la Justicia, Derecho y Socieda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Justice, Law and Society], Havana. 

1998 年 (5 月) Las pruebas y el proceso penal [Evidence and criminal procedure] 

(keynote lecture), Research Seminar at the Centre for Penal and Crimi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he Andes, Mé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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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Práctica del juicio oral simulado [Mock trial practice], Jornadas sobre los 

juicios orales en Venezuela [Conference on oral proceedings in Venezuela], Faculty 

of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8 年 (11 月 23 日和 24日) Derechos humanos y proceso penal [Human rights 

and criminal procedure], Primeras Jornadas Internacional de Ciencias Penales en 

Homenaje a Jorge Frías Caballero, Vicerrectorado Académico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nal Sciences in tribute to Jorge Frías Caballero, Academic Vice 

Rectorate], Institute of Penal Sciences - Centre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1999 年 (5 月) La acción penal y los derechos humanos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human rights], Primeras jornadas sobre el Código Orgánico Procesal Penal, 

Vicerrectorado Académico [First Conference on the Organic Law on Criminal 

Procedure, Academic Vice Rectorate], Institute of Pen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2001 年 (2 月)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y el proceso penal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criminal procedure], Segundas Jornadas sobre el Código Orgánico 

Procesal Penal, Vicerrectorado Académico [Second Conference on the Organic 

Law on Criminal Procedure, Academic Vice Rectorate], Institute of Pen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2001年 (4月) Aspectos constitucionales y la legislación antidrogas [Constitutional 

issues and anti-drug legislation], Jornadas de prevención y control en materia de 

drogas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rugs], University of the Andes, 

Mérida. 

2001 年 El principio de culpabilidad y su destino constitucional [The principle of 

liability and its constitutional destiny], Jornadas sobre la reforma del Código Penal 

[Conference on the reform of the Penal Code], Institute of Pen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2001 年 (10 月 5 日) Reforma del Código Orgánico Procesal Penal (COPP), 

debido proceso y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Reforma del COPP: Balance y 

perspectivas [Reform of the Organic Law on Criminal Procedure, due process and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Reform of the Organic Law on Criminal Procedure: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ahead], Institute of Penal Sciences, Faculty of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2001 年 Estatuto de Roma: Reglas de procedimiento y Prueba [The Rome Statut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2002 年 (5 月 14 日) Estado Constitucional y Proceso Penal [Constitutional State 

and Criminal Procedure], Military Court of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2003 年 (12 月 11 日和 12 日) Lineamientos de la reforma del Código Penal 

[Guideline for the Reform of the Penal Code] Jornadas de Ciencias Penale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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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ológicas, Homenaje a Juan Manuel Mayorca [Conference on Penal and 

Criminal Sciences in tribute to Juan Manuel Mayorca],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2005 年 (3 月 10 日) Presentación de la línea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Jurisdicción 

Internacional [Presentation regarding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II 

Jornadas del Departamento de Ciencias Penales y Criminológicas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Penal and Criminal Scienc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2005 年(7 月 13 日) La Globalización y el Derecho Penal [Globalization and 

Criminal Law], Seminar delivered at King Juan Carlos University, Madrid. 

2005 年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nd the Rome Statute ICC, Eighteenth World 

Congress of Crimin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2005 年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en materia penal y afectación de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and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Congreso internacional sobre derechos humanos, sistema penal y 

participación ciudada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Nuevo León University, Government of 

Nuevo León, Mexico. 

2007 年 (5 月) Conferencia Magistral Sistema de justicia y temas contemporáneos 

de delincuencia [Keynote lecture on the justice system and contemporary crime 

issue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2007 年 Derecho Penal versus Justicia Internacional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versus Justice],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 Pena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riminal Law], Andrés Bello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School.  

2007 年 Reunión Regional para Latinoamérica de la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Fiscales, Experiencias Innovadoras en los Ministerios Públicos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secutors. Innovative 

Approaches in Offices of Public Prosecutors]. Conference: La validez 

interamericana de la orden de detención: Nuevas perspectivas de ejecución y 

entrega de detenidos [Conference: Inter-American validity of arrest warrants: New 

perspectives on implementation and the handover of detainees]. 

2007 年  (9 月 )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en materia pen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Seminar of professors, Department of Public Law 

at King Juan Carlos University, Madrid.  

2007 年 (10 月) Justicia Internacional y Derecho Penal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Criminal Law] (keynote lecture), XIX Congreso Latinoamericano de Derecho Penal 

y Criminología [Nineteenth Latin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Loja University, 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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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 Globalización del control penal y cooperación penal internacional 

[Globalization of crime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Quintana Roo,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ritical 

criminology. 

2008 年 (8 月) La situación actual de la política antidrogas en Venezuela [The 

current state of drug policy in Venezuela],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and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Reunión de Alto Nivel de Expertos en Política Regional en 

Drogas [High-Level Meeting of Experts on Regional Drugs Policy], Cochabamba, 

Bolivia. 

2008 年 (12 月 1 日-5 日) Técnicas de investigación y litigación [Investigation and 

litigation techniques], Congreso Internacional Juicios Orales: el rostro humano de la 

Justic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al Proceedings: The human face of Justice], 

Government of Durango State, Mexico. 

2009 年 (8 月 30 日 – 9 月 4 日) Globalización del control penal y drogas 

[Globalization of crime control and drugs], Congreso de la Asociación 

Latinoamérica de Ciencias Sociales [Confer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Buenos Aires. 

2010 年 El Estado actual del sistema penal en Venezuela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Venezuela], Department of Criminology,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Malaga, Spain. 

2011 年 El Secuestro internacional [International Kidnapping], Defensa Pública, 

Observatorio de Seguridad de la Gobernación de Guayaquil [Public Defence, 

Security Observatory of the Governor’s Office of Guayaquil], Ecuador. 

2012 年 (11 月) La Cooperación Judicial Internacional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Antioquia University. 

2014 (April) La Actividad Probatoria En El Proceso [Evidential Issues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Programa de Especialización para Fiscales, 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Specialization Programme for Prosecutors,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of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国际活动(2015-2016 年) 

2015 年：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第十五届常会，华盛顿特区，3 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四次各国加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会议，日内瓦，4 月。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 24 届会议，维也纳，5 月。 

关于玻利维亚与智利的冲突研讨会。Antonio Remiro Brotóns 教授举办，马德里自

治大学，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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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国家联盟，毒品政策国际研讨会，2016 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毒品问题的特别

会议：趋同可能性，9 月。 

国际刑事法院，第十四次缔约国大会，海牙，11 月。 

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起诉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罪行：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

公室的谈话，海牙，11 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巴黎，11 月- 12 月。 

2016 年： 

基多国立历史学院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的论坛: 

“Venezuela-David versus Goliath-British Empire. History of the Dispossession of 

Guayana Esequiba”。关于 1966 年日内瓦条约历史和法律方面的会议，2 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日内瓦，3 月。 

联合国大会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特别会议，4 月 19 日至 21 日。 

司法方面的经历 

2000 年：最高法院司法机构行政管理局关于法官入职和任期问题的评判小组 

1991/1999 年：巴尔加斯州上诉法院(第二高等刑事法院)第一副法官，联邦区(巴

尔加斯市) 

8 月- 9 月：第二高等刑事法院候补资深法官，巴尔加斯市 

1997 年 8 月- 9 月：第二高等刑事法院候补资深法官，巴尔加斯市 

1995 年 8 月- 9 月：第二高等刑事法院候补资深法官，巴尔加斯市  

1995 年 6 月：第二高等刑事法院候补资深法官，，巴尔加斯市 

1994 年 8 月- 9 月：第二高等刑事法院候补资深法官，巴尔加斯市 

1991 年 8 月- 9 月：第二十高等刑事法院候补资深法官，联邦区，巴尔加斯市。 

1983/1988 年：第十四初审刑事法院报告法官，加拉加斯 

1987 年：第十四初审刑事法院助理法官 

1988 年：第十初审刑事法院助理法官，加拉加斯 

1992 年：第四十初审刑事法院助理法官，联邦区和米兰达州 

1993 年：第四十初审刑事法院助理法官 

1994 年：第四十四初审刑事法院助理法官，加拉加斯 

1983 年：第八初审民事法院律师费裁定法官，加拉加斯 

1981/82 年：第十四初审刑事法院书记员，联邦区和米兰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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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81 年：第十六公诉检察官办公室办事员，公诉部门，1979/1980 年 

1979-1980 年：第十六初审刑事法院法院官员，联邦区和米兰达州，8 月-9 月 

其他学术活动 

安第斯大学法律和政治学院刑事和犯罪学研究中心申诉委员会成员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刑法学年鉴咨询委员会成员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刑法研究所技术理事会成员 

专业经历 

全国代表大会法律顾问，2001/2003 年 

最高法院司法机构行政管理局关于法官入职和任期问题的评判小组，2000-2002 年 

人民政权外交部国际法顾问，2005 年 

总检察长国际法顾问，2005 年 

人权法顾问，监察员，2007 年 

现任人民政权外交部外交部长办公厅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顾问，

2015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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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斯特·布朗(Chester W. Brown)(澳大利亚) 
 

[原件：英文] 

切斯特·布朗教授 

姓名：  切斯特·韦斯利·布朗(Chester Wesley Brown) 

出生日期： 1972 年 8 月 2 日 

国籍：  澳大利亚 

职位：  悉尼大学法学系国际法与国际仲裁教授 

大律师 

悉尼温特沃斯塞尔庞律师楼 7 层(7 Wentworth Selborne Chambers, 

Sydney) 

海外受雇律师 

伦敦埃塞克斯律师楼(Essex Court Chambers, London) 

新加坡麦士威争议解决中心(Maxwell Chambers, Singapore) 

婚姻情况： 已婚，2 个子女 

简历： 

切斯特·布朗教授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系国际法与国际仲裁教授；悉尼温特

沃斯塞尔庞律师楼 7 层的大律师，伦敦埃塞克斯律师楼和新加坡麦士威争议解决

中心的海外受雇律师。他任教、研究和执业的领域有：国际公法，特别包括国际

争端解决、国际仲裁、国际投资法、国家和外交豁免、条约法、国家责任法、国

际环境法、海洋法和国际贸易法。布朗教授曾就读墨尔本大学、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讲英语、法语和德语。 

布朗教授自 2009 年加入悉尼大学法学系任副教授，先后任副院长(国际)(2015 年

至今)、副院长(国际学生)(2013-2014 年)、国际法硕士课程协调人(2009 年至今)

以及悉尼国际法中心管理委员会成员(2009 年至今)。 

他曾在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担任助理法律顾问，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

议第六委员会、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和欧洲联盟国际

公法工作小组的会议。之前，他在伦敦 Clifford Chance 国际法和国际仲裁集团任

高级助理。布朗教授 2006 年在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任访问研究员，2011

年在哈佛法学院任访问学者，2013 年在剑桥大学任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客座教

授。2011 年至今，他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客座教授。他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国

际法中心的研究顾问。 

布朗教授作为国际公法的执业律师，目前在多起国际争端案件中任法律顾问，包

括在菲利普·莫里斯亚洲有限公司根据澳大利亚―香港双边投资条约提起的索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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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为澳大利亚政府辩护。他还参与了东帝汶在特设国家间仲裁法庭对澳大利亚

提起的诉讼(帝汶海条约仲裁案)。他最近在提交国际法院的诉讼案(收缴和扣押某

些文件和数据的问题(东帝汶诉澳大利亚))中担任澳大利亚政府的法律顾问，在提

交伊朗-美国索赔法庭的诉讼(案件 A/15(II:A)，伊朗诉美国)中任伊朗政府的法律

顾问，在 White Industries Australia Ltd 根据澳大利亚―印度双边投资条约提起的

索赔案中任印度政府的法律顾问。他还就国际公法的一般问题向斯里兰卡政府提

供咨询意见，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受理的索赔中代表匈牙利政府，并在新西

兰国内法院诉讼中代表新西兰政府。在适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一个

仲裁案中，他还被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布朗教授著有《国际裁决的共同法》(OUP，2007)。这是研究国际法院和法庭的

适用程序和补救办法的主要著作。该书荣获美国国际法学会的嘉奖，并已译成中

文 (中国法律出版社，2015)。他是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CUP，2011)一书的合编者。该书获 OGEMID“2011 年最佳图书奖”；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74：A Commentary(澳大利亚 Lexis-Nexis 出版社，

2011 年；第二版，2015 年)的合著者；Commentaries on Selected Model Investment 

Treaties(OUP，2013)的编辑；60 多篇期刊论文、书籍章节和说明的作者和合著者。

他是《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审视——外国投资法学报》的副编辑(说明部分)，

并是《国际法案例汇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编者。 

布朗教授是跨国仲裁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小组成员、澳

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研究员。他还是美国国际法学会、欧洲国际法学会、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法学会(他是该学会国际经济法兴趣小组的共同主席)、国际

法协会和牛津-澳大利亚奖学金委员会的成员。 

工作经历： 

 2013 年至今：悉尼大学法学系，国际法与国际仲裁教授 

 2013 年(7 月)：剑桥大学，Herbert Smith Freehills 客座教授 

 2011 年至今：奥克兰大学，客座教授 

 2011 年(1 月至 2 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 

 2011 年至今：悉尼温特沃斯塞尔庞律师楼 7 层，大律师 

 2010 年至今：新加坡麦士威争议解决中心，海外受雇律师 

 2009 年至今：伦敦埃塞克斯律师楼，海外受雇律师 

 2009-2012 年：悉尼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2007-2009 年：伦敦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助理法律顾问 

 2006 年：伦敦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http://undocs.org/ch/A/15(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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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006 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法学系，国际公法讲师(兼职) 

 2004-2007 年：伦敦 Clifford Chance 国际法和国际仲裁集团，助理、高

级助理 

 2003-2004 年：剑桥大学三一学堂和剑桥大学沃弗森学院，国际公法学

院督导 

 2002-2003 年：剑桥大学法律系，国际公法(本科)和国际争端解决(法学

硕士)客座讲师 

 1999-2000 年：墨尔本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初级律师 

任职经历： 

 新南威尔士(2010 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2007 年)(非执业)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2000 年) 

 维多利亚(2000 年) 

学历： 

 2008 年：伦敦经济学院战争与人权方面的法律证书 

 2001-2004 年：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博士学位 

 2000-2001 年：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民事法学士(优等) 

 1992-1998 年：墨尔本大学学士学位(德语和法语)(一等荣誉) 

 1992-1997 年：墨尔本大学法学士学位(一等荣誉) 

代理的案件： 

 帝汶海条约仲裁(东帝汶诉澳大利亚)(特设仲裁法庭)，任澳大利亚政府

法律顾问 

 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2013 年仲裁规则仲裁，任首席仲裁员 

 菲利普·莫里斯亚洲有限公司诉澳大利亚联邦(澳大利亚-香港双边投资

条约，贸易法委员会)，任澳大利亚政府法律顾问 

 Lighthouse Corporation Pty Ltd 和 Lighthouse Corporation Ltd，IBC 向东

帝汶索偿(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ARB/15/02)，任求偿方的法

律顾问 

 Neville James Gibson 诉 New Zealand& Ors 的正式受托人(澳大利亚联邦

法院，2015 年 NSD 186 号)，任新西兰政府法律顾问 

http://undocs.org/ch/A/RES/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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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缴和扣押某些文件和数据的问题(东帝汶诉澳大利亚)(国际法院)，任

澳大利亚政府法律顾问 

 伊朗诉美国(伊朗-美国索赔法庭，案件号：A/15(II：A))，任伊朗政府法

律顾问 

 在承认和执行某外国判决的潜在诉讼中为一家北美公司提供咨询 

 在中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诉讼中任澳大利亚法律问题专家证人 

 St. Marys VCNA LLC 诉加拿大政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法委员

会)，任法庭庭长秘书 

 Bosh International，Inc 和 B&P Ltd Foreign Investments Enterprise 诉乌克

兰(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ARB/08/11)，任法庭法律助理 

 White Industries Australia Ltd 诉印度共和国(澳大利亚-印度双边投资条

约，贸易法委员会)，任印度政府法律顾问 

 就国际公法问题向斯里兰卡政府提供咨询 

 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诉格林纳达(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 

ARB/05/14)，任废除委员会法律助理 

 Ashok Sancheti 诉联合王国(联合王国-印度双边投资条约，贸易法委员

会)，任联合王国副代理人 

 一名英国投资人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争端(Oxus Gold plc 诉吉尔吉斯斯坦

共和国)(联合王国-吉尔吉斯斯坦双边投资条约，贸易法委员会)，代表

英国投资人 

 一名比利时投资者及其当地子公司根据双边投资条约和《能源宪章条约》

与匈牙利的争端(Electrabel SA 诉匈牙利共和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案件号：ARB/07/19))，代表比利时投资者 

 匈牙利根据《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提起的双边投资条约索赔 (ADC 

Affiliate Ltd 和 ADC & ADMC Management Ltd 诉匈牙利共和国(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号：ARB/03/16))，代表匈牙利政府 

专业团体成员资格： 

 新南威尔士律师协会 

 澳大利亚国际商业仲裁中心，研究员 

 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仲裁员名册成员 

 跨国仲裁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 

http://undocs.org/ch/A/15(II
http://undocs.org/ch/A/RES/08/11
http://undocs.org/ch/A/RES/05/14
http://undocs.org/ch/A/RES/07/19
http://undocs.org/ch/A/RES/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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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业仲裁理事会，成员 

 国际商会(澳大利亚)，成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法学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欧洲国际法学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成员 

 剑桥英联邦学会，研究员 

奖项：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CUP ， 2011)获

OGEMID 2011 年最佳图书奖 

 《国际裁决的共同法》(OUP，2007)获美国国际法学会荣誉证书 

 剑桥英联邦信托助学金(2003 年) 

 剑桥圣约翰学院 McMahon 助学金(2003 年) 

 剑桥大学法学院 Lauterpacht Fund 基金会津贴(2003 年) 

 剑桥大学海外研究学生(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奖(2003 年) 

 牛津-澳大利亚 Chevening 奖学金(2000 年) 

 牛津大学 Freshfields 奖学金(2000 年) 

 纪念 Robert Menzies 爵士法律专业奖学金(2000 年) 

出版物： 

著作：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74: A Commentary( 澳 大 利 亚

LexisNexis, 第 2版, 2015(第 1版, 2011年))(与Malcolm Holmes QC合著) 

 Commentaries on Selected Model Investment Treaties (OUP, 2013)(编辑)；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CUP, 2011)(与 Kate 

Miles 合编) 

 国际裁决的共同法 A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OUP, 

2007)(平装版 2009 年)(中文版译者: 韩秀丽, 中国法律出版社, 2015 年) 

期刊论文、章节和说明:  

 ‘The Factory at Chorzòw Case’, in Cameron Miles and Eirik Bjorge (编), 

Landmark Case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art, 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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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of the Affair? Hulley Enterprises Ltd (Cyprus) v. Russian 

Federation; Yukos Universal Ltd (Isle of Man) v. Russian Federation; 

Veteran Petroleum Ltd (Cyprus) v. Russian Federation’(2015) 17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即将出版) 

 ‘National Report for Australia’, in George Bermann (编),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App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by National Courts (Springer, 2015) (即将出版) (与 Luke 

Nottage 合著) 

 ‘A Re-Run of Siemens, Wintershall and Hochtief on Most-Favoured- Nation 

Clauses: 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2015) 30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365-377( 与 Sam 

Wordsworth QC 合著) 

 ‘The Development by States of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 

Wenhua Shan and Jinyuan Su (编),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wenty Years of ICSID Membership (Brill, 2015), 116-140 

 ‘The Evolution of the Regim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Histor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Marc Bungenberg, Jorn Griebel, 

Stephan Hobe, and August Reinisch (编),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 

Handbook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15), 153-185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Getting More Bite out of your BIT’ [2014] 

Australian Mining and Petroleum Law Association Yearbook 204-220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2013) 4 Europe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53-368 (与 Ashique Rahman 合著)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im Measures Ordered by Tribunals and Emergency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编), 

ICC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ngress Series No 21 (2013), 279-291 

 ‘“The Tribunal Resolves the Dispute”: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in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编), ICC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ngress 

Series No 21 (2013), 292-293 (与 Audley Sheppard 合著) 

 ‘Inheren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in Cesare Romano, Karen 

Alter, and Yuval Shany(编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UP, 2014), 828-847 

 ‘Resolv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in Natalie Klein( 编 ), 

Litigating International Law Disputes: Weighing the Options (CUP, 2014), 

401-435 

 ‘Part IV: State Immunity from Measures of Constraint in Connection with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in Christian Tams and Roger O’Keefe (编),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A Commentary (OUP, 2013), 287-292(与 Roger O’Keefe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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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8: State Immunity from Pre-Judgment Measures of Constraint’, in 

Christian Tams and Roger O’Keefe (编),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A Commentary 

(OUP, 2013), 293-307 (与 Roger O’Keefe 合著) 

 ‘Article 19: State Immunity from Post-Judgment Measures of Constraint’, in 

Christian Tams and Roger O’Keefe (编),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A Commentary 

(OUP, 2013), 308-327 (与 Roger O’Keefe 合著) 

 ‘Article 21: Specific Categories of Property’, in Christian Tams and Roger 

O’Keefe (编 ),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A Commentary (OUP, 2013), 

334-347 (与 Roger O’Keefe 合著)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ortance of the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in Chester Brown (编), Commentaries on Selected 

Model Investment Treaties (OUP, 2013), 1-13 

 ‘United Kingdom’, in Chester Brown (编), Commentaries on Selected Model 

Investment Treaties (OUP, 2013), 697-754 (与 Audley Sheppard 合著) 

 ‘Article 59’, in Andreas Zimmermann, Christian Tomuschat, Karin 

Oellers-Frahm and Christian Tams (编),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UP, 第 2 版, 2012), 1416-1446 

 ‘The Secretary-General’s Power to Refuse to Register a Request for 

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36(3)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2012) 27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172-191 (与 Sergio Puig 合著) 

 ‘The Power of ICSID Tribunals to Dismiss Proceedings Summarily: An 

Analysis of Rule 41(5) of the ICSID Arbitration Rules’ (2011) 10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27-259 (与 Sergio Puig 合著) 

 ‘Introductio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in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编),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UP, 2011) 3-16 (与 Kate Miles 合著) 

 ‘Brin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before Investment Treaty 

Tribunals’, in Markus Gehring, Marie-Claire Cordonnier-Seger, and Andrew 

Newcombe (编),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rld Investment Law (Kluwer, 

2011) 177-190 

 ‘The Relevance of the Doctrine of Abuse of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2010) 7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可 查 阅

<www.transnational-dispute-management.com>  

 ‘International, Mixed, and Private Disputes Arising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2010) 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4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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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dure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Comparative Public Law’, in Stephan Schill (编),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OUP, 2010) 659-688 

 ‘Australian Cases before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volving 

Question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7’ (2009) 28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55- 282 (与 Jacqui Mowbray, Tim Stephens 和 Brett 

Williams 合著)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s the “New Frontier”’ (2009) 28 The Arbitrator and 

Mediator 59-69 

 ‘The Cross-Fertilisation of Principles relating to Procedure and Remedies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008) 30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19-245 

 ‘The Use of Precedents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2008) 5(3)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可查阅<www.transnational-dispute-management.com> 

 ‘The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a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2008) 5(2)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可查阅<www.transnational-dispute-management.com> 

 ‘The Inherent Power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005) 76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244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rising in Flexibility Mechanism Transaction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2005) 21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361-389 

 ‘Disputes Arising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s “Flexibility Mechanisms”’ 

(2005) 3(2) Oil, Gas and Energy Law Intelligence, 可查阅<http://www. 

gasandoil. com/ogel/> 

 ‘Kyoto Protocol to Enter into Force on 16 February 2005’ (2005) 3(1) 

Oil, Gas and Energy Law Intelligence, 可查阅 <http://www.gasandoil. 

com/ogel/>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the Legality of Use of Force Cases’ (2005) 

64 Cambridge Law Journal 267-271 

 ‘The Kyoto Protocol Enters into Force’, ASIL Insights (February 2005), 可

查阅<http: //www.asil.org/insights/2005/03/insights050301.html> 

 ‘Disputes Arising in “Flexibility Mechanism” Transaction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2005) 10(1)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Arbitration Committee 

Newsletter 7-9 

 ‘Comment: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5) 

2(1)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3-4, 可查阅<www.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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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dert Jahre und kein bisschen weise? Zum 100. Jahrestag der 

Abkommen über Guantanamo Bay’ (2003) 78 Die Friedens-War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Organisation 395-412 (与 Christian Tams 合著) 

 ‘Summary: Leatch and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v Shoalhaven City 

Council’ in James Crawford, Daniel Bethlehem, Philippe Sands, Cairo Robb, 

and Alice Palmer (编),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s (CUP, 2005) 

vol IV, 57-66 

 ‘Summar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nd Another v State of Tasmania and 

Others (the Tasmanian Dam Case)’ in James Crawford, Daniel Bethlehem, 

Philippe Sands, Cairo Robb, and Alice Palmer ( 编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s (CUP, 2005) vol IV, 13-56 

 ‘Translation: Lingen case’ in James Crawford, Daniel Bethlehem, Philippe 

Sands, Cairo Robb, and Alice Palmer (编),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s (CUP, 2005) vol IV, 221-226 (与 Christian Tams 合著) 

 ‘Strasbourg Follows Suit on Provisional Measures’ (2003) 62 Cambridge 

Law Journal 532-534 

 ‘“Reasonableness” i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Prompt Release of the Volga’ 

(2003) 16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621-630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ules Concerning Indepen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ry”’ (2003) 2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63-96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New Application: 2002)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Rwand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0 July 2002’ (2003) 52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782-787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Finding Your 

Way Through the Maze’ (2002) 3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53-475 

 ‘Provisional Measure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he MOX Plant Case’ (2002) 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67-288 

 ‘Privatising the Commons? A Global Greenhouse Emissions Trading 

Regime at COP-6’ (2000) 19 Australian Mining and Petroleum Law Journal 

157-177 (合著)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 (Cth): A 

New Role for the Commonwealth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2000) 28(9)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yer 427-428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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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in Greenhouses …”: The Kyoto Protocol and Its Impact on 

Australian Industry and Legal Practice’ (2000) 74(8) Law Institute Journal 

54-57 (合著) 

 ‘Esso Australia Resources Ltd v Commissioner of Taxation’ (2000) 23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173-190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Regulation of Offshore 

Installations: The Case for a South Pacific Regional Protocol’ (1998) 17 

Australian Mining and Petroleum Law Journal 109-137 

 ‘Facilitating Joint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Toward a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Protocol’ 

(1997) 14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Law Journal 356-367 

书评： 

 ‘Book Review of Hanno Wehland,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Proceeding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2014) 15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1113- 1116 

 ‘Book Review of David Williams QC and Amokura Kawharu, Williams & 

Kawharu on Arbitration’ (2013) 87 Australian Law Journal 72-74 

 ‘Book Review of Stephan Schill,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012) 19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91-294 

 ‘Book Review of Tai-Heng Cheng, When International Law Works: Realistic 

Idealism after 9/11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 (2012) 61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785-787 

 ‘Book Review of 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011) 10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05- 210 

 ‘Book Review of Dan Sarooshi,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Exercise of Sovereign Powers’ (2008) 67 Cambridge Law Journal 209-211 

 ‘Book Review of Francisco Orrego Vicuña,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in an Evolving Global Society: Constitutionalisation, Accessibility, Privatisation’ 

(2005) 74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5-288 

 ‘Book Review of Andrea Bianchi (ed),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Law Norms 

against Terrorism’ (2005) 64 Cambridge Law Journal 757-758 

 ‘Book Review of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a 

juridictionnalis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2004) 75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90-392 

 ‘Book Review of Yuval Shany, The Competing Jurisdic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003) 1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45-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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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Review of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Cesare Romano and 

Ruth Mackenzie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2003) 62 Cambridge Law Journal 

506-508 

 ‘Book Review of Patricia Birnie and Alan Boyl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2003) 62 Cambridge Law Journal 222-224 

 ‘Book Review of Bruno Simma (ed),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2002) 23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15-218 

 ‘Book Review of Philippe Sands and Pierre Klein, Bowett’s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2001) 22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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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库巴·西塞(Yacouba Cissé)(科特迪瓦) 
 

[原件：英文] 

雅库巴·西塞博士(法学博士) 

姓名：   雅库巴·西塞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3 年 1 月 11 日，科特迪瓦加尼奥阿 

职业：   国际法教授和律师 

已婚：   4 名子女 

现职：   律师和国际法教授 

语文：   英文、法文 

简历 

雅库巴·西塞博士是法学助理教授，就海洋边界划定问题提供咨询。作为学界人

士，他在海洋法/海事法领域著述甚丰，并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法学系教授国际公法

和海洋法近十年。他是科特迪瓦国立阿比让大学公法法学士、公法法律硕士。他还

是魁北克里穆斯基大学海事科学硕士、渥太华大学法律博士。他是纽约联合国法律

委员会(第六委员会)科特迪瓦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的著述包括一本关于非洲海洋边

界的书以及多篇关于海洋法，主要涉及海洋边界划界、海洋环境法和海商法的文章。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上，他是新西兰政府的研究员和法律顾问。

他还以研究员和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加拿大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与新斯科舍省之

间的海洋边界划界案。2000 年至 2006 年，他作为科特迪瓦法律顾问在纽约参加了

1982 年海洋法公约(《蒙特哥湾公约》)缔约国会议以及大会关于海洋和海洋法议程

项目的会议。西塞教授目前是科特迪瓦律师协会的律师，科特迪瓦布瓦凯大学国际

法教授、阿比让大学(IUA)、阿比让国际双语大学(UIBA)和阿比让海洋科学和技术区

域学院讲师。他还是科特迪瓦关于加纳和科特迪瓦海洋边界划界全国委员会的成员。

西塞教授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法学系任教期间接触民法和普通法法系，从中受益匪

浅。他教授国际公法和其他国际法课程。西塞教授作为国际法教授、海事和海事法

专家，出席了在以下各地举行的多个国际讨论会和讲习班：罗马(粮农组织，意大利)、

纽约和波士顿(美国)、渥太华、蒙特利尔和里穆斯基(加拿大)、达喀尔(塞内加尔)、

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黑角(刚果共和国)、阿比让(科特迪瓦)、马拉博(赤道几内

亚)、海牙(荷兰)、马埃(塞舌尔)、普拉亚(佛得角)、科托努(贝宁)、瓦加杜古(布基纳

法索)、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南非)、阿克拉(加纳)等。 

西塞教授目前担任关于保护西非、中非和南非海洋和沿海环境的《阿比让公约》

的专家，正在从事公约区域的一些《阿比让公约》附加议定书(红树林议定书、

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采环境标准议定书、沿海区综合管理议定书、陆地来

源活动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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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9 年任渥太华大学法学系民法部法律研究助理 

1998-2006 年任加拿大船舶造成石油污染基金顾问和研究员：研究船东赔偿

责任问题，并起草海轮造成的油污损害索赔手册 

作为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 34“海洋和海洋法”的讨

论，以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

正式协商进程第一届会议。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会议上任象牙海岸的法律顾问(关于海洋法、港口国的管

辖权、国际渔业管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问题)。 

2001 年在加拿大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诉新斯科舍省的近海划界争端中任前

者的研究员和法律顾问，负责国际海洋边界划定问题的政策分析和法律研究 

2002 年在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大陆架划界案中任新西兰的研究员和法律顾问，

就国家实践和国际判例中的叠加海洋边界概念作了研究 

2006 年任德国汉堡国际海洋法法庭客座研究员 

2010 年科特迪瓦关于加纳和科特迪瓦海洋边界划界全国委员会成员 

2000-2009 年任渥太华大学法学系讲师和兼职法学教授(渥太华大学：民法部

和普通法部) 

2000-2015 年教授的主要课程 

 国际公法 

 海洋法(公法) 

 海事法(私法) 

 航空和空间法 

 欧洲联盟法 

 国际法中的争端解决 

 国际贸易法 

 国际环境法 

 国际人道主义法 

 法律研究简介 

专题学术论文 

 The Issues of Fishing Systems in the Republic of Mauritania, 1992 

 The Expression and Stakes of Maritime Nationalism,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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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djan, Hub Port: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and Success, 1993 

 The Advent of Container Ship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Judicial Status of 

Freight-Forwarders, 1993 

主要出版物 

著作 

 The Law of Marine Spaces and the Stakes for African States, Collection 

Blue, Wilson & Lafleur, Montréal, 2001 

论文 

 Cissé Yacouba & Donald M. McRae: «The Legal Regime of Maritime 

Boundary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2005, Vol. V, 

edited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D. Colson and R. Smith) 

 «The Transboundary Oil Deposit at Sea: Legal Regime in Maritime 

Delimitation», (2004) 35 Ottawa Law Review 43 

 «The Commissioner of Transport, the Non Vessel Operating Common 

Carrier and the Consortia： are they Ocean Carriers ?», (2004) 34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no.3 

 «The identity of Ocean Carrier in the Light of its Legal Qualification», 

(2004) 34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no.2.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Delimitation Law, Ph. D Thesis, 1999, University of Ottawa 

 "The identity of ocean carrier", Hague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eneral publication, 2001.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Federal-Provincial Jurisdiction: The Great 

Canadian Dilemma", in Canadia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27th Annual Conference, October 15-17, 1998, at.111. 

 ''The Joint Development i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Ottawa 

Law Review, 2005 

 The Case Cameroun-Nigeria: "The Prevalence of the Title over the 

Effectivities", In Bulletin of the Canadian Counsel on International Law, 2003 

 Côte d'lvoire-Ghana Maritime Boundary： Is it Possible to Avoid the War Of 

Oil?, In Fraternité Matin, Interviews dated 9 and 10th of March 2010 

 Eco-Diplomacy and immunities: the Situation in Cote d'Ivoire, in Fraternité 

Matin 2013 

书评：Les frontières maritimes internationals: Essai de classification pour un tour du 

monde géopolitique, par G. Labrecque. In (1997) 35 The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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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 du Droit Économique de la Mer: Annuaire de Droit de la Mer. In (1998) 36 

The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538.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e de 1'environnement: Recueil d'instruments juridiques, par 

Laurence B. de Chazournes, R. Desgagné, C. Romano. In (1999) 37 The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490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0, Larcier, par Joe Verhoven, In (2000) 38 The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活动和领导职务 

 1995-1997 年：渥太华大学研究生法律协会主席 

 1994-1995 年：渥太华国际学生法律协会成员 

 1997-1998 年：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成员 

 1998-1999 年：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第 26 届会议报告员 

 2001-2002 年：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第 26 届会议报告员 

 2004-2006 年：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2008-2010 年：加拿大海事法协会成员 

 2010-2011 年：科特迪瓦运输权协会成员  

 2010-2015 年：科特迪瓦海洋边界全国委员会成员 

语文：法文、英文 

学历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法学系法学博士，1999 年(论文关于非洲海洋边界划界) 

 加拿大魁北克里穆斯基大学海事综合管理科学硕士，1992-1994 年 

 象牙海岸大学公法法学硕士，1990-1991 年 

 象牙海岸大学公法法学学士，1989-1990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习和研究中心关于海运国际法的

证书(1999 年) 

学术荣誉 

 高中(文学部)：优等，1981 年 

 巴黎律师公会奖章(最佳法律博士论文)，1999-2000 年 

 法学院院长法律研究奖学金，2006 年 

 Wilson & Lafleur 学术出版物基金会，2006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海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心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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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和法律实践 

现任科特迪瓦布瓦凯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教授，科特迪瓦阿比让开业律师。 

阿比让 Fraternité Matin 和 Patriote 报的记者，1990-1992 年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客座研究员，纽约，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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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伊马尼·科洛(Gélin Imanès Collot)(海地) 

[原件：法文] 

 一. 学历 

 1.1 主要学习经历： 

1990 年  博士(哲学博士) 

等级：极为优等 

法国埃克斯-马赛法律、经济与科技大学 

论文题目：海地税法和国际经济关系 

1990 年  高等深入研究文凭(DEA)，相当于攻读研究型硕士学位的第二年 

公共财政与税收 

巴黎法律、经济和社会学大学(巴黎第二大学)，法国潘提翁-

索邦 

1985 年  高等专业学习文凭(DESS)(专业硕士学位第二年) 

国际商法与税收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所 

1985 年  高等专业学习文凭(DESS) 

企业法律顾问：国际选项 

法国埃克斯-马赛法律、经济与科技大学商法研究所法学院 

1983 年 法学士学位 

海地国立大学法律和经济学系，海地太子港 

 1.2 其他学历： 

2008 年 4 月  拉瓦尔大学，加拿大魁北克： 

监测课程改造 

2005 年 1 月  安第列斯-圭亚那大学(马提尼克)的大学治理研讨课，由法语国 

    家高校联合会举办 

1998 年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1995 年   水疗研讨课 

    汉普顿大学，维吉尼亚州(美利坚合众国) 

1997-1978 年  会计审计师培训课 

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际问题研究所 

1973-1974 年  双语会计文凭(法文和英文) 

社会经济研究高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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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专业经历 

 2.1 主要专业活动： 

2014 年 6 月至今 博士生学院临时委员会成员 

2013 年至今 法语国家高校联合会加勒比办事处区域专家委员会成员 

2000 年 5 月至 

2011 年 5 月 10 日 

法律与经济学学院院长 

1993 年至今 科洛事务所(创始人和主管律师) 

1991-2002 年 税务总局法律顾问(海地国家律师) 

1986 年至今 海地国立大学法律和经济学教授，太子港 

1985 年 巴黎 Tandeau de Marsac 事务所 

实习：法律顾问和商务律师 

1983 年 Trouillot 事务所：法律实习生 

1978-1984 年 税务总局会计审计师 

 2.2 其他活动和应邀参加的法律项目： 

2010-2012 年 国际法律文书： 

LegaCarta 项目：国际贸易中心 

1997-1998 年 环境部关于水政策法律方面的项目，由美洲开发银行供资 

1997 年 海地住房和土地权属问题项目， 

由美洲开发银行供资 

 2.3 教学和学术类活动： 

2014 年 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法国) 

2013 年 客座教授，课程和讲座(大学暑期课程) 

阿尔伯塔大学，加拿大埃德蒙顿省 

“法律语言” 

2009 年 客座教授：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国家法律系统国际会议 

 西印度群岛大学 

2008-2009 年 在法学院以及海地调解和仲裁庭开设以下研讨课：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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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智利圣地亚哥美洲司法研究中心代表团智利刑事司法改革 

2008 年 4 月 关于海地法律教育的会议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法学院 

经常开设的课程： 1986 年至今：税法 

 1991 年至今：贸易法 

  海地国立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系 

 偶尔开设的课程：外国决定的司法执法的硕士课程在法律

和经济学学部 

偶尔开设的课程：国际商法 

  国际税收协定 

  国家金融行政学院 

  司法部门成员的操守 

  海地司法学校 

2005 年 海地复临大学和墨西哥蒙特莫雷洛斯大学客座教授 

 关于国际私法、教育法、家庭法的一次性研讨课 

  海地复临大学和墨西哥蒙特莫雷洛斯大学 

2003 年 4 月 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杜兰大学作讲座： 

“海地的法律教育和司法改革” 

洛约拉大学和南方大学 

  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南方大学作同一主题的讲座 

2003 年 1 月 在司法部门成员全国协会成立典礼上作司法部门成员独立

性的讲座 

2002 年 在巴西刑法改革座谈会上讲话 

2002 年 12 月 在迈阿密佛罗里达大学作讲座：“海地的法律教学和司法改革” 

1998 年 海地法律中的管辖权冲突讲座，太子港律师界 

1997 年 参加加拿大蒙克顿大学法学院法语普通法国际中心主办的

公司法教授座谈会 

1997 年 开设一门关于水法的研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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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参加研究和专业机构： 

2005 年 讲法语法学教员国际会议董事会前成员 

 安的列斯与圭亚那大学(瓜德罗普岛)历史系法律与境外机

构历史研究小组科学委员会成员，“在瓜德罗普岛适用民法

典的 200 年，对比分析、挑战和前景/展望”国际座谈会上

演讲海地民法及其历史 

2005 年 法语国家高校联合会研究网络成员 

1999-2010 年 法律与经济学院研究小组前协调员 

1986 年 太子港律师界律师 

 三. 出版物和文稿 

2014 年 美洲国家组织会场出版物撰稿人(美洲国际法司法委员会) 

2014 年 “L'actualité d'Anténor Firmin, Hier, Aujourd'hui et Demain”，

2011 年卡里赫克托领导在基斯克亚大学举行的座谈会 

2006 年 Traité de droit fiscal, Contribution à la promotion du droit et à 

la réforme judiciaire en Haïti，Henri Deschamps 版本，海地

太子港，2006 年 

2005 年 “Le code civil haïtien et son histoire, 200 ans d'application 

du Code civil”,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Guadeloupe，为皮特尔角城举行的座谈会论文汇编供稿 

2004 年 5 月 法律和经济学院刊物 Revue de Droit et d'Economie 关于法

案/法令违宪判决的评论 

2002 年 12 月 La diversité des coutumes en Haïti, 出版的题为“De la place 

de la coutume dans l'ordre juridique haïtien. Bilan et 

perspectives à la lumière du droit ”国际座谈会论文汇编，格

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法国 

1997 年 Droit des sociétés en Haïti, 出版的题为“le Droit des sociétés 

commerciales”座谈会论文汇编，加拿大新不伦瑞克蒙克顿

大学法律系法语普通法国际中心举办 

 3.3 发表的杂志和期刊论文： 

– "Codification des lois fiscales en Haïti", Le Nouvelliste, Port-au-Prince, 

Haïti, 1994 

– "La vente des biens meubles de l'Etat", Le Nouvelliste, Port-au-Prince, Haïti,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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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在各种场合就各种主题作讲座、发表谈话和撰写文稿 

2.3.4 正在撰写的两个有趣的新题目： 

– 贸易法 

– 宗教法(法律哲学和宗教自由) 

 四. 其他信息和特点 

口语和书面语 法语、英语(书写能力超过口语能力)和克里奥尔语 

爱好 游泳和音乐(会弹一些钢琴) 

宗教 信仰耶稣复临 

2004 年 4 月 拉斐特市荣誉市民(路易斯安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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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Concepción Escobar Hernández) 

(西班牙)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2015 年 10 月 15 日西班牙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是国立远程教育大学(马德里)的国际公法教授，该

校法学院院长。2004 年至 2011 年期间，他担任外交与合作部国际法律司司长。

2011 年，他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是 2012-2016 年。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是著名法学家，专事国际法，并具有广泛的学术和

研究经验，其出版的大量关于国际公法和欧洲联盟法律各个方面的著述就是明证。

埃斯科瓦尔教授还是享有盛名的各种西班牙语手册的主要参与人。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还具有国际公法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与

其担任外交与合作部法律司司长的职责分不开。自 2012 年以来，他作为国际法

委员会委员，定期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会议和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 

因此，西班牙政府认为，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教授具有再次当选国际法委员

会委员的必要经验和公认能力。在过去的 25 年里，从未有西班牙人担任过埃斯

科瓦尔教授获选荣任的这一光荣职位。西班牙政府认识到竞争的存在，并认识到

国际法委员会的重要性，谨以此普通照会，提名埃斯科瓦尔教授为 2016 年秋季

举行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选举时的候选人(任期 5 年，2017-2021 年)。 

…… 

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 

1959 年 12 月 22 日生于马德里  

已婚 

资历和学位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法律学士(1981 年)。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法律博士(1987 年)。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人权研究所人权专业课程(1981-1983 年)。 

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研究生(1983-1984 年)。 

专业活动 

现任职务 

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国际公法教授(自 2001 年 10 月)。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1 年)、特别报告员(自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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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职务 

外交与合作部法律顾问兼国际法司司长(2004-2012 年)。 

坎塔布里亚大学/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政府“国际法和欧洲法 Manuel Dí ez de 

Velasco 教席”主任(自 2011 年)。 

西班牙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成员(2008-2012 年)。 

获任远程教育大学欧洲联盟法“让·莫内”教席(欧洲联盟委员会)(自 2004 年)。 

General Gutiérrez Mellado大学和平、安全和防卫学院讲师(远程教育大学)(自 2002年)。 

负责制定西班牙执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立法的部际工作组(司法部)成员

(2000-2002 年)。 

西班牙红十字会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讲师(自 1999 年)。 

负责监测和完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工作的部际工作组(外交部)成员(1998-2003 年)。 

西班牙外交学院国际法和人权讲师(自 1996 年)。 

获任坎塔布里亚大学欧洲联盟法律“让·莫内”教席(1996-2002 年)。 

坎塔布里亚大学国际公法教授(1995-2001 年)。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国际公法助理教授(1991-1995 年)。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人权学院讲师(1981-1983 年)。 

管理职位 

外交与合作部国际法司司长(2004 年 6 月至 2012 年 3 月)。 

远程教育大学国际公法系主任(自 2014 年)。 

远程教育大学法学院院长(2002-2004 年)。 

远程教育大学国际公法系主任(自 2002 年)。 

远程教育大学国际法系主任(2001 年)。 

坎塔布里亚大学法公法系主任(1996-2001 年)。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人权研究所秘书长(1990-1992 年)。 

马德里康普鲁坦斯大学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系秘书(1989-1992 年)。 

科学机构、科学协会和科学期刊编委会成员 

Revista de Derecho Comunitario Europeo 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2013 年)。 

皇家判例和立法学院(西班牙研究所)成员(自 2007 年)。 

皇家判例和立法学院(西班牙研究所)国际法委员会副主席(自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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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Europeo IUSTEL 咨询委员会成员(自 2002 年)。 

Revista ó n espa ñ ola de Derecho Militar 编委会成员(自 2003 年)。 

皇家 Elcano 研究所科学委员会成员(自 2003 年)。 

西班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师协会成员(自 1982 年)。教师协会理事会成员

(1986-1993 年)。 

西班牙欧洲法研究协会成员(自 1982 年)、理事会成员(自 1984 年)。 

Revista ó n espa ñ 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 编委会成员(1997-2003 年)和西班牙

国际公法判例法科科长(2001-2005 年)。 

学术活动 

迄今为止她担任过各种学术职务，定期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授课，课程包

括国际公法、欧洲联盟法、国际维持和平与安全、国际人权保护、国际刑法和国

际管辖权。 

她指导完成了 6 篇博士论文，正在指导另外 3 篇论文。 

她参加过许多涉及国际公法的研究项目(作为牵头研究员或作为研究小组成员)。 

她在西班牙国内外的不同大学教过研究生课程。 

她作为特邀发言人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法国际联合会

(1998 年，斯德哥尔摩)；欧洲国际法学会(2006 年，巴黎)；国际法协会 2010 年

度会议(2010 年，海牙)；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三十八期校外课程(2011 年，智利圣

地亚哥)；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第三十九期国际法课程(2012 年，里约热

内卢)；瑞士法国-德国国际法座谈会(全球宪政时代的豁免)(2012 年，巴塞尔)。 

她经常参加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拉丁美洲组织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国际人权保护

和国际土著人民权利保护)(1992-1997 年)。 

她参加了联合国赤道几内亚技术援助方案(1995 年)。 

她在西班牙国内外定期参加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 

她在西班牙国内外经常参加教学人员甄选委员会(国际公法)。 

其他法律方面的活动 

作为外交与合作部国际法司司长，她的职责包括： 

应外交与合作部和国家行政总局其他部委和机构的请求，就涉及国际公法的

各方面问题发表意见。 

就涉及西班牙其他公共行政机构的国际公法问题(尤其是自治区、市政当局

和其他地方实体以及西班牙其他公共机构和实体签署谅解备忘录问题)提出

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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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参加的专事国际法的不同国际机构中陈述西班牙的法律立场。 

她在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代表西班牙王国出庭并进行辩护。 

学术专业领域 

管辖豁免 

国际管辖、法院和法庭  

国际人权法 

国际刑法  

维持和平 

国际组织 

欧洲联盟法(一般和体制) 

与国际法有关的活动(国际法院和法庭、组织和会议)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1 年 4 月 28 日)。 

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官员免于外国刑事管辖问题”特别报告员(自 2012 年)。 

为适用《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第 10 条原则起草具有约束力的文书项目

的拉加经委会顾问(自 2014 年)。 

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多边文书非正式专家组成员(2013-2014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人和调解人名单成员(自 2011 年)。 

负责谈判凯尔特海区扩展大陆架界限问题的西班牙代表团团长(2011-2012 年)。 

第 31 次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会议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11 年 11 月)。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第 18 号案件(M/V LOUISA)(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

西班牙王国)中代表西班牙王国(2010-2013 年)。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审查会议的西班牙代表团副团长(2010 年，坎帕拉)。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审查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2010 年，坎帕拉)。 

在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问题提

出咨询意见时担任西班牙王国代表和律师(2008-2010 年)。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2008-2014 年)。 

西班牙-阿尔及利亚海洋划界问题工作组成员(2007-2012 年)。 

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04-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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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会)成员(2004-2012 年)，公法顾委

会副主席(2011-2012 年)。 

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国际公法工作组)成员(2004-2012 年)。国际公

法工作组主席(2010 年 1 月至 6 月)。 

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公法分领域工作组成员

(2004-2012 年)。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公法分领

域工作组主席(2010 年 1 月至 6 月)。 

比利牛斯国际委员会成员(西班牙-法国)(2004-2012 年)。 

西班牙-葡萄牙边界委员会成员(2004-2012 年)。 

西班牙-摩洛哥大西洋沿岸海洋划界与合作工作组成员(2004-2012 年)。 

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西班牙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2004年、2005年、2006年、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 

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02 年和 2003 年)。 

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西班牙代表团成员(2000 年、2001 年和 2002 年)。 

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西班牙代表团成员(1998 年)。 

部分出版物 

著作、手册和专论 

La Comis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de Naciones Unidas y la violac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y libertades fundamentales. Estudio de los procedimientos públicos 

especiales,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Madrid, 1988. 

El recurso por  omisión ante el Tribunal de Justicia de las Comunidades Europeas, 

Editorial Cívitas, Madrid, 1993. 

Extranjería e Inmigración en España y la Unión Europea (编), Madrid, 1998.  

La Unión Europea en el siglo XXI: los retos de Niza (编), Madrid, 2003.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Comunitario (Dir.),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06.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sociedad internacional del siglo XXI (Dir.), Colección 

Escuela Diplomática no. 15 and 16, Madrid, 2009. 

Instituciones de la Unión Europea (Dir.),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12. 

Coordinator of the 18th edition of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by 

professor M. DIEZ DE VELASCO, Tecnos, Madrid, 2013. 

M. DIEZ DE VELASCO; C. ESCOBAR HERNÁNDEZ; N. TORRES UGENA:Código 

de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ditorial Aranzadi, Navarr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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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以下著作中撰写章节 : M. DIEZ DE VELASCO,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chapters XXVII, XXVIII and XXXVIII; part of chapters XXV and 

XXVI. Editorial Tecnos, Madrid (latest edition: 18th, 2013, coordinated by Concepción 

Escobar Hernández); M. DIEZ DE VELASCO, Las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hapter XIV; part of chapters XXI and XXXI. Editorial Tecnos, Madrid (latest edition: 

16th, 2010, coordinated by José Manuel Sobrino Heredia); C. ESCOBAR HERNÁNDEZ 

(Dir.):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Comunitario: chapters II and V (Editorial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06); C. ESCOBAR HERNANDEZ (Dir.): Instituciones de la Unión Europea, 

chapters II and V (Editorial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 12). 

论文和合著 

"Ejecución en España de las sentencias del Tribunal Europeo de Derechos Humanos",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1990/2, pp. 547-570. 

"Un nuevo paso en la protección internacional de la libertad de pensamiento, 

conciencia y religión: el procedimiento público especial de la Comis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de Naciones Unidas", in Anuario de Derecho Eclesiástico del Estado, 1990, 

pp. 87-128. 

"Asylum and refugee status in Spai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vol. 

IV, 1992, pp. 55-70. 

"Problemas planteados por la aplicación en el ordenamiento español de la Sentencia 

Bulto (Comentario ala sentencia d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español 245/1991, de 16 

de diciembre)", in Revista de Instituciones Europeas, 1992/1, pp. 139-163. 

"El Convenio de Aplicación del Acuerdo de Schengen y el Convenio de Dublin: una 

aproximación al asilo desde la perspectiva comunitaria", in Revista de Instituciones 
Europeas, vol. 1993/1, pp. 53-100. 

"Las Salas ad hoc del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in Hacia un nuevo orden 
internacional y europeo. Homenaje al Profesor Manuel Díez de Velasco, Editorial 

Tecnos, Madrid, 1993, pp. 291-317. 

"La aplicación de los tratados intemacionales en España", in Cuadernos de Derecho 
Judicial. Cuestiones práctica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y Cooperación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Consejo General del Poder Judicial, Madrid, 1994, pp. 39- 90. 

"Comunidad Europea y Convenio Europeo de Derechos Humanos: ¿el fin de una vieja 

polémica? (comentario al dictamen 2/94 del TJCE de 28 de marzo de 1996)", in 

Revista de Instituciones Europeas, 1996, vol. 1996/3, pp. 817-838. 

"Paz y derechos humanos: una nueva dimensión de las operaciones para el 

mantenimiento de la paz", in Curs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Vitoria-Gasteiz, 

1997, pp. 47-102. 

"Le citoyen, l'administration et le droit européen. Rapport national espagnol", in XVIII 
Congrès FIDE, Stockholm, 1998, vol. III, pp. 152-198. 

"Extranjería y ciudadanía de la Unión Europea", in Extranjería e Inmigración en 
España y la Unión Europea, Colección Escuela Diplomática no. 3, 1998, pp. 101- 126. 

"La progresiva institucionalización de la jurisdicción penal internacional: la Corte 

Penal lnternacional", in GARCIA ARÁN, M. and LÓPEZ GARRIDO, D. (co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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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n  internacional y jurisdicción   internacional.  El caso  Pinochet,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00, pp. 225-273. 

"El Estatuto de Rom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in Hacia una J usticia 

Internacional , Ministerio de Justicia/BSCH/Civitas,  Madrid, 2000, pp. 504-524. 

"Las relaciones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con las Naciones Unidas", in QUEL 

LÓPEZ, F.J. (coord): Creación de una jurisdicción penal internacional, Colección de la 

Escuela Diplomática, no. 4, Madrid, 2000, pp. 31-44. 

"Algunas reflexiones sobr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como institución 

internacional",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Militar, no. 75, 2000, pp. 171-203. 

"Unión Europea y derechos humanos", in DIEZ DE VELASCO,  M.  (Ed.): La 

Unión Europea tras la reforma,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00, pp. 87-103. 

"El Tratado de Niza y la reforma futura de la Unión", in DIEZ DE VELASCO, M. 

(Ed.): La Unión Europea  tras la reforma,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00, pp . 239- 

257. 

"El principio de complementariedad", in YAÑEZ-BARNUEVO, J.A. (Coor.): La 

Justicia Penal Internacional: una perspectiva iberoamericana, Casa de América, 

Madrid, 2001, pp. 78-100. 

"La cooperación judicial en la Unión Europea: marco general", in Espacio de Libertad, 

Seguridad y Justicia en la Unión Europea, Ministerio del Interior/UNED, 2002, pp. 

55-70. 

"Corte Penal Intemacional , Consejo de Seguridad y Crimen de Agresión: un equilibria 

difícil e inestable", i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los Albores del siglo XXI. 

Homenaje al Prof. Castro-Rial, Editorial Trotta, Madrid, 2002, pp. 197-218. 

"Unión Europea, democracia y derechos humanos", in ESCOBAR  HERNÁNDEZ,C. 

(编): La Unión Europea en el siglo XXI: los retos de Niza, Aetas de las XIX Jornadas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Profesor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Madrid, 2003, pp. 25-50.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plex and vital 

relationship", in LATTANZI, F. and SCHABAS. W. (编): Essays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I), II Sirente, Ripa Fegnano Alto (Italia), 2003, 

pp. 41-68 (in collaboration with Juan Antonio YAÑEZ BARNUEVO).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un instrumento al servicio de la paz", in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Filosofia Política, no. 21, 2003, pp. 5-35. 

"El asilo en la Unión Europea" , in MARIÑO  MENENDEZ , F.M.  (Dir.): Derecho 

de extranjería,  asilo y refugio, 2nd  edition, 2003, pp. 741-788. 

"Veinticinco años de la Constitución de 1978: Aspectos intemacionales", in Revista de 

Derecho Político, no. 58/59, 2003/2004, pp. 833-852.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Proyecto de Constitución Europea: breve nota 

introductoria", in 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Europeo, no. 3, 2004.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Tratado por el que se establece una Constitución para 

Europa", in Derecho Internacional: Normas, hechos y Valores. Liber Amicorum José 

Antonio Pastor Ridruejo, Madrid, 2005, pp. 115-133. 

http://undocs.org/ch/A/RES/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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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chos humanos y justicia internacional: los tribunales internacionales de derechos 

humanos", in La Paz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 Tercer Encuentro de Salamanca, 

2005, pp. 273-292. 

"La cláusula europea en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algunas reflexiones para una 

eventual reforma constitucional", in RUBIO LLORENTE, F. and ALVAREZ JUNCO, 

J. (eds.): El informe del Consejo de Estado sobre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Texto del 
informe y debates académicos, Consejo de Estado/Centr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y 

Constitucionales, Madrid, 2006, pp. 483-499. 

"Los memorandos de entendimiento:  consideraciones prácticas a la luz del Derecho 

de los tratados", in Informes de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y de Cooperación a 
los memorandos de entendimiento de las Comunidades Autonómas con instituciones 
extranjeras. Años 2002, 2003, 2004, 2005 y 2006,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y 

de Cooperación, Madrid, 2006, pp. 607-611. 

"La primacía  del derecho de la Unión Europea", in BENEYTO  PÉREZ,  

J.M. ;MAILLO GONZÁLEZ-ORÚS,  J.  and  BECERRIL  ATIENZA,   B.  

(coords.) :Tratado de derecho y políticas de la Unión Europea. Vol. 4: Las fuentes y 
principios del derecho de la Unión Europea, Civitas/Thomson, Madrid, 2011, pp. 

441-486 (in collaboration with R. OJINAGA RUIZ). 

"La posición del Reine de España en el procedimiento consultivo: una aproximación 

general", in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 63/1 (monographic issue 

dedicated to La Opinión consultiva de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de 22 de julio 
de 2010 sabre la conformidad con el Derecho 1nternacional de la declaración 
unilateral de independencia de Kosovo), 2011, pp. 11-27. 

"El fin de la estrategia de conclusión de los Tribunales para la Antigua Yugoslavia y 

para Ruanda: el "mecanismo residual internacional", in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de derecho europeo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Manuel Pérez González, 

vol I;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12, pp. 539-560.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y operaciones de mantenimiento de la paz", in La 
protección de la dignidad de la persona y el principio de humanidad en el siglo XXI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Derechos Humanos y Función 
Policial in memoriam Gonzalo Jar Couselo), Tirant lo blanc, Valencia, 2012, pp. 

171-186. 

"Construyendo un sistema de Justicia Penal Internacional: desarrollos recientes", in 

XXXIX Curs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2012). Comité Juridico Interamericano/OEA, 

Rio de Janeiro/Washington, 2013, pp. 97-128. 

"España y el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l Derecho del Mar. Especial referenda al caso 

M/V Louisa", in MARTÍN Y PÉREZ DE NANCLARES, J. (Coor.): España y la 

práctic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LXXV Aniversario de la Asesoría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del MAEC, 2014, pp. 179-222.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Spain: Substantial change of model or implied repeal?", in 

Spa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 2013-2014, pp. 255-265. 

"Artículo 35. Reglas de interpretación",in ANDRÉS SAENZ DE SANTAMARIA ,P.; 

DIEZ-HOCHLEITNER , J. and MARTÍN Y PEREZ DE NANCLARES, J. (编): 

Comentarios a la Ley de Tratados y otros Acuerdos Internacionales,  in press, 30 

pages. 

http://undocs.org/ch/A/RES/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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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章 

海军大十字勋章  

民事勋章指挥官级别  

天主教 lsabella 勋章指挥官级别  

民事警卫队银十字勋章 

西班牙红十字会金质奖章  

外交学院奖章 

语文 

西班牙文(母语)  

法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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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亚斯·福尔托(Mathias Forteau)(法国) 
 

[原件：英文和法文] 

出生日期：1974 年 6 月 27 日(法国) 

国籍：法国 

西巴黎南戴尔拉德芳斯大学法学教授(法国)，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欧洲国际法学会会员；国际法协会会员；南泰尔国际法中心会员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由联合国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选出) (2012-2016 年) 

法国国际法协会前秘书长(2008-2012 年) 

学术资历 

2008 年- 西巴黎南戴尔拉德芳斯大学教授(法国) 

2004-2008 年 里尔大学教授(法国) 

2004 年 公法专业教师资格考试 

2003-2004 年 公法讲师(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 

1997-2002 年 公法博士(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 

1996-1997 年 高级研究文凭(国际经济关系和欧洲经济关系法，巴黎第十大

学-南泰尔) 

学术职务 

2014 年- 美国对外关系法第四次法律重述国际咨询小组成员(美国律师

协会) 

2014 年- 法国联合国协会学术委员会成员 

2011 年- 南泰尔大学欧洲法双语硕士司法解决争端国际法博客主管

(http://m2bde.u-paris10.fr/) 

2010 年- 西巴黎南戴尔拉德芳斯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律比较分析

硕士班(第 1 年)共同主任 

2009 年- 法国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日内瓦研究生院学术征聘委员会

成员 

 法國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专家 

2008 年- 法国国际法学会秘书长 

 和平与安全兴趣小组共同倡导人(欧洲国际法学会) 

2007-2008 年 国家责任法第二硕士班主任(里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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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职务 

2012 年- 下列刊物编辑委员会成员： 

 -《国际法院和法庭法律和实践》 

 -《巴西国际法年鉴》 

 -《国际法法国年鉴》 

 -《西班牙国际法年鉴》 

2010 年- 提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建议报告 

2010 年- 拉西亚国际法汇编共同主任 

2006-2012 年 法国国际法年鉴编辑秘书处成员 

2005 年- 比利时国际法讲座杂志委员会成员(法文) 

讲座(法语) 

西巴黎南戴尔拉德芳斯大学： 

 (2008 年-)：欧洲法导论；国际责任法；国际组织法；外国投资

法研讨会；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讨会 

 (2003-2004 年)：国际司法解决法；欧洲法 

政治研究所(巴黎)： 

 客座教授：国际法律文本实践与分析(2006 年-) 

里尔大学(2004-2008 年)： 

 一般国际法；武装冲突法；国际司法解决法；法律和解释研

讨会 

政治研究所(里尔)(2004-2007 年)： 

 国际法；紧急情况下的国际责任问题 

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贝洛奥里藏特(巴西)(国际法冬季课程，2008 年 7 月)： 

 跨国仲裁法庭判例法对一般国际法的贡献 

欧洲联盟，布鲁塞尔(2004-2005 年)： 

 为欧盟公务员开办法律导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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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顾问和律师或专家进行的活动 

2013 年- 在谈判出入太平洋的义务一案中(玻利维亚诉智利)(国际法

院)(待审)担任玻利维亚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2014-2015 年 在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Perinçek诉瑞士案(大法庭，第27510/08

号)(待审)中协调一批法律教授作为第三方参与诉讼提交的书

面意见 

2013-2014 年 经合组织法律专家(经合组织/20 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项目的国际法方面，2014 年 9 月 16 日发表结论) 

2013 年  出席法国-美国网络安全防护专题讨论会的法国代表团成员

(20 13 年 10 月 2 日至 3 日，华盛顿) 

2010-2013 年 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边界争端案(国际法院)(2013 年 4 月 16

日作出判决)中担任布基纳法索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2010-2012 年 在孟加拉国和缅甸关于孟加拉湾海洋边界划定争端(国际海洋

法法庭)(2012 年 3 月 14日作出判决)一案中担任缅甸的法律顾

问和律师 

2009-2011 年 在根据欧洲开发基金的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2011 年 8 月 11

日最终裁决)中担任乍得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2008-2010 年 在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一案

中(请求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2010 年 7 月 22 日的咨询意

见)担任法国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2006-2012 年 在 Ahmadou Sadio Diallo 一案中(几内亚诉刚果)(国际法院)担

任几内亚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2006-2007 年 在欧洲隧道公司诉法国和联合王国一案(2007 年 1 月 30 日作

出部分裁决，www.pca-cpa.org)中担任法国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2002-2005 年 在边界争端案(贝宁/尼日尔)(国际法院，2005 年 7 月 12 日作

出判决)中担任贝宁的法律顾问和律师 

2002-2003 年 在石油平台一案(伊朗诉美国)(国际法院，2003 年 11 月 6 日作

出判决)中担任伊朗的法律顾问 

1998-2002 年 在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

亚)(国际法院，2002 年 12 月 17 日作出判决)中担任印度尼西

亚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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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起 在独岛主权问题上担任韩国政府的法律顾问(2013 年-)；在欧洲

共同体初审法院 T-176/09 号案件(直布罗陀政府诉欧洲共同体委

员会)中担任直布罗陀的法律顾问(2009-2011 年)；在联合王国最

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担任联合王国政府的法律顾问(2011 年和

2015 年)；在塞舌尔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担任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法律顾问(2011 年)；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案中担任冈

比亚法律顾问(2011 年)；在联合王国高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

担任科威特航空公司的法律顾问(2011-2012 年) 

研究和出版物 

著作 

– (将于 2016 年出版) 与 D. Müller, A. Pellet, J.-M. Thouvenin (dir.)合著,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Pedone, Paris 

– (与 M. Ubéda-Saillard 合编) SFDI, Actualité d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Pedone , Paris,  2014, 190 p. 

– M. Forteau, Antoine Rougier. La théorie de l'intervention d'humanité, Dalloz, 

Collection «Tiré à part», 2013 

– (合编) La fragmentation du droit applicabl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gards croisés d'internationalistes privatistes et publicistes (J.-S. Bergé, M. 

Forteau, M.-L. Niboyet, J.-M. Thouvenin 编), Pedone, Paris, 2011 , 208 p. 

– 与 P. Daillier 和 A. Pellet 合著,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Nguyen Quoc Dinh

†), LGDJ, Paris, 8ème édition, 2009, 1709 p . 

– Droit de la sécurité collective et droit d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 

l'Etat, Pedone, Paris, 2006, XIII +699 p. (Price Suzanne Bastid of the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与 J.-P .Cot 和 A .Pellet (co-dir.)合著 , La Charte des Nation Uni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3ème edition, Economica, Paris, 2005, 2 

volumes, XX+2363 p.  

论文 

(即将发表) 

1. «La reconnaissance d'Etat devant les tribunaux internes», AFDI 2015 

2. «The Decision to Use Military Force or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Security in 

French Domestic Law»,in Duke University and Geneva University Conference, 10-11 

July, Geneva 

3. «Les décisions  juridictionnelles comme précédent », in SFDI ,Strasbourg (May 

2015). Le précédent (to be published in Pedone, Pari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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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State»,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 (2015) 

5.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before Annex VII Arbitral Tribunals », i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Seas in Asia.Navigational Cha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Symposium, 

Tokyo, 12-13 February 015 

6. «La responsabilité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in 

Journées Jean  Dabin. La responsabilité extracontractuelle  des pouvoirs  publics 

(Louvain-La-Neuve,19-20 mars 2015) 

7. Book review of C. McLachlan, Foreign Relation s Law, Cambridge UP, 2014 

(RGDIP 2015) 

8. «Repenser la logique de traitement des rapports entre ordres juridiques : pour une 

théorie fondée sur l'applicabilité du droit», in B. Bonnet (dir.), Les rapports entre 

ordres juridiques. Bilan, enjeux, perspectives, LGDJ, 2015 

9.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Same 

Concerns, Same Techniques?", in A. Roberts, P. Stephan, P. Verdier & M. Versteeg  

(dir.),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 Book review of D. Alland,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UF, 

Paris,2014 (RGDIP 2014) 

11.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State Officials as considered by the ILC and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in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nd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Sponsored by Brill, Geneva, 18 July 2014 

12.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irect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H. Aust 和 G. Nolte (编), Converging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in a Diverse World? Domestic  Cour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13.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ti Possidetis  Juris", in M. 

Andenas 和 E. Bjorge 等人(编), A Future for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P 

14.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dvisory Opinion", in M. 

Milanovic and Sir. M. Wood (编),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Kosovo Advisory 

Opinion.牛津大学出版社 

15. «Régionalisme et unité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in Select Proceedings of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H art Publishing 

16. «Nationalité des investisseurs (personnes privées, personnes morales, 

actionnaires minoritaires)» in Traité de droit des 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Ch. 

Leben et I. Fadlallah dir.), Pedone, Paris 

17. «Le juge de Luxembourg et l'arbitre international », in J. Verhoeven (dir.), Le 

juge communautaire et les juges internationaux :concurrence ou 

collaboration?,Pedon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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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1. «Rescuing National Abroad » in M. Weller (编),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ter 44, pp. 

947-961 

2. Commentary of the judgments  Fraisse (Cour de cassation,  2000)and 

Gardedieu  (Conseil d'Etat, 2007) in A. Miron, A. Pellet (dir ..), Les grandes 

décisions de la jurisprudence françai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alloz, 2015, 

pp. 330-340 et pp. 454-467 

3.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reflet des limites (mais aussi de la natu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in Les limit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ssais en l'honneur de Joe 

Verhoeven, The Limits of l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oe  Verhoeven, 

Bruylant, 2014, pp.55-68 

4. «Quelles conséquences pour les réserves non valides? », in SFDI, Actualités  

d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Pedone, Paris, 2014,pp. 87-98 

5. (avec C. Laly-Chevalier),«Les problèmes d'articulation des procédures d'asile, 

d'extradition et d'entraide  judiciaire pénale»,in  V. Chetail, C. Laly-Chevalier (dir.), 

Asile et extradition, Théorie et pratique de l 'exclusion du statut  de réfugié, Bruylant, 

Bruxelles, 2014, pp.145-204 

6.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est-il  soustrait à l'emprise  du 

principe de nonintervention ?»,Droits, Revue  française dethéorie,de philosophie et 

de culture juridiques,no 57, 2014, dossier special, «Après la Libye- avant la Syrie? 

L'ingérence », pp. 119-140 

7. «La France et la réforme du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 in G. Cahin, F. Poirat 

et S. Szurek (dir.), La France et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edone, 

Paris,2014, pp. 231-260 

8. «The Diversity of Applicable Law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s a  Source  

of  Forum Shopping and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 

Assessment », in R. Wolfrum and I. Gätzschmann( 编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Room for Innovations, Springer, Heidelberg, 2013, pp. 417-441 

9. «La responsabilité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régime général de 

responsabilité ou lex specialis ?», in RBDI, 2013/1, Dossier consacré à «La 

responsabilité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p. 147-160 

10.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ources du droit », in E. Lagrange et J.-M. Sorel 

(dir.), Droi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LGDJ, Paris, 2013,pp.257-285 

11. Préface de l'ouvrage de M. Cuq, L'eau en droit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s et 

divergences dans les approches juridiques, Larcier, Bruxelles,2013, pp.9-11 

12. (与 M. Audit 合编)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ithout  BIT: Toward  a Foreign 

Investment Customary Based  Arbitratio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2,  pp. 58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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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a Palestine comme «Etat » au regard du Statut d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in ULB, colloque du 8 avril 2011, Israël-Palestine: trois questions  

actuell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Revue bei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12/1,pp. 41-64 

14. «Le droit administratif global, signe d'une évolution des techniqu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in Cl. Bories (编 ), Un droit administratif  global?/A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 Pedone, Paris, 2012, pp. 169-1 83 

15. Avant-propos du  livre de T. Barsac, La  Cour  africaine de Justice et des 

droits de l'homme, Pedone, Paris, 2012, 135 p. 

16. (与 E. Cujo 合编) «Les réactions des organes politiques internationaux»in H. 

Ascensio, E. Decaux et A. Pellet (dir.). Droit  international penal, Pedone, Paris. 

2ème édition, 2012, pp. 755-772 

17. «Les sourc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face au formalisme juridique»,L 'Observateur 

des Nations Unies, vol. 30, 2011-1, p.61-71 

18. «Les instrument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our remédier à l'insolvabilité des 

Etats»,in M. Audit (dir.), Insolvabilité des Etats et dettes souveraines, LGDJ, 

Paris,2011, pp.203-226 

19. «L'influence du choix de la juridiction sur le droit applicabl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e regard de l'internationaliste publiciste», in J.-S. Bergé, M. Forteau, 

M.-L. Niboyet et J.-M. Thouvenin (coord.), M. Forteau (directeur scientitique), La 

fragmentation du droit applicabl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gards croisés 

d'internationalistes privatistes et publicistes, Pedone, Paris, 2011, pp.143-163 

20. «Les techniques interprétatives de la norme international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RGDIP, 2011/2, pp.399-416 (communication orale diffusée 可查阅： 

http://uptv.univ poitiers.fr/web/canal/61/theme/29/manif/270/video/2342/ 

index.html) 

21. «L'ordre  public  "transnational" ou  "réellement international". L'ordre public 

international face à l'enchevêtrement croissa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e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Clunet), 2011/1, pp. 3-49 

22. «Faut-il un conseil de sécurité économique sur le modèle onusien?»,in R. 

Chemain (dir.),La refondation du systèm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 international. 

Evolutions réglementaires et institutionnelles, Pedone, Paris, 2011, pp. 299-315 

23. «Le rôl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dans la résolution des conflits entre 

peuples: de la justice à la  réconciliation». in S. Dauchy et M. Vec (dir.), Les conflits 

emre peoples. De larésolution  libre à la résolution imposé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Völkerrechts 24. Nomos. Baden-Baden, 20 11, pp. 173-191 

24. «Le statut des territoires sur lesquels se trouvent les Murs»,in J.-M. Sorel (dir.), 

Les Murs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10, pp . 91-115 

25. «La contribution de l'Union européenne au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général », in« Chronique. Les interaction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européen »,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2010/3,pp.88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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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les systèmes régionaux . Plaidoyer pour le 

pluralisme désordonné »,in E. Dubout  et S. Touzé (dir.), Les droits fondamentaux : 

charnières entre ordres et systèmes juridiques,Pedone , Paris,2010, pp.39-64 

27. «Délimitation à la rive, au thalweg, au milieu du chenal», in B. Aurescu et A. 

Pellet (dir.). Actualité du droit des fleuves internationaux, Pedone, Paris, 2010, pp. 

29-39 

28. «Reparation in the event of a Circumstance  precluding Wrongfulness» (Chapter 

57) et «Space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sponsibility» (Chapter 59) in J. 

Crawford, A. Pellet and S. Olleson (e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0, pp. 887-893 et pp. 903-914 

29. «La contribution au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général de la 

jurisprudence arbitrale relative aux 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The Foreign Investment 

Case Law'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Brazi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IV, 2009/1, pp .  ll-39 

30. «Le juge CIRDI envisagé du point de vue de son office: juge interne, juge 

international, ou l'un et l’autre à la fois ? »,in Liber amicorum Jean-Pierre Cot. Le 

procès international. Bruylant, Bruxelles, 2009, pp. 95-129 

31. « La CJCE et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 'homme face à la question de 

l'articulation du droit européen et du droit des Nations Unies: quelques remarques 

iconoclastes »,Revue  dumarché commun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no 529, juin 2009, 

pp. 397-402 

32. « Existe-t-il une définition et une conception univoques de l'Etat de droit dans la 

pratique des organisations  régionales  ou  politiques?» in SFDI, L 'Etat de droit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09, pp. 263-286 

33. «Le droit applicable en matière de droits de l'homme aux administrations territoriales 

gérées par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 in SFDI et lnstitut inter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La soumissio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x normes internationales 

relatives aux  droits de l'homme, Pedone, Paris, 2009, pp. 7-34 

34. «Regional International Law»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35.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or Institutions, Regional  Groups »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36.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37. «United Nations, Regional  Commissions» in R. Wolfrum (dir.), Max Planck   

Encv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38. «Retour sur un "classique" : lés decisions de la Cour suprême des Etats-Unis dans 

les affaires Johnson v. M'lntosh (1823), 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 (1831)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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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cester v. Georgia (1832)»,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8/2, 

pp. 453-458 

39. «L’idée d'une culture international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es Nations Unies », 

Journées d'études  franco-allemandes,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iversité des  cultures  

juridiques, Pedone, Paris, 2008, pp. 357-386 

40. «A la recherche du droit applicable aux actes extraterritoriaux d'exécution: 

l'affaire R. c. Hape devant la Cour suprême du Canada (7 juin 2007)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7, pp. 65-104 

41. «L' Etat selon le droit international: une figure à géométrie variable ?».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7/4, pp. 737-770 

42. «La saisine  des juridictions  interétatiques à vocation  universelle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Tribunal international du droit de la mer) »,in H. Ruiz 

Fabri et J.-M. Sorel (dir.),La saisine d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Coll. Contentieux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06, pp. 9-87 

43. «Le dépassement de l'effet relatif de la Charte »,in R. Chemain et A.Pellet (dir.),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nstitution mondiale ?, Cedin  Paris X, Cahiers  

internationaux no 20,Pedone, Paris, 2006, pp. 121-159 

44. «La levée et la suspension  des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5. pp.  57-84 

45.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ans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In J.-P. Cot, A. Pellet 

(dir.), M. Forteau (secr. de la réd.).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3ème édition, Economica, Paris, 2005, volume 1, pp. 111-140 

46. Mise à jour du commentaire des articles 5 et 6 de la Charte, in ibid, volume I, pp. 

535-571 

47. 书评, C. F. Amerasinghe,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2003,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 Practitioners' Journal, 

2004/1, pp. 155-157 

48. «Les conventions bilatérales de promotion et de protection des investissements 

conclues par la France», in P. Daillier, G.de La  Pradelle  et H. Ghérari (dir.), Droit 

de l'economie internationale, Pedone, Paris, 2004, pp. 755-763 

49. «Les renvois inter-conventionnels»,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2003, pp. 71-104 

50. «La situation juridique des contingents militaires français chargés d'assurer le 

maintien de l'ordre public sur le territoire d'un Etat  étranger»,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3/3. pp. 635-676 

51. (与 E. Cujo 合著) « Les réactions des organes politiques » in H. Ascensio, E. 

Decaux et A. Pellet (dir. ),Droit international pénal, Pedone, Paris.2000, 1ère ed., pp. 

663-680 



 A/71/83 

 

83/336 16-07028 (C) 

 

52. «La formule « pétrole contre nourriture» mise en place par les Nations Unies en 

Irak: beaucoup de bruit pour rien ?».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97,pp. 

132-150 

其他 

1. «Les relations entre le droit d'asile et le droit de l'extradition» (avec 

C.Laly-Chevalier), conference à l'Officefrançais de protection des réfugiés et des 

apatrides (OFPRA), Paris, 19 novembre 2014 

2. «Personal Data Priv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 », 

communication dans le cadre de l'International Law Week (Fordham University, New 

York, co-organisé par The American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et plusieurs Law School), New York, 

24 octobre 2014 

3. «Actions et défis des Nations Unies dans l'abolition de la peine de mort 

»,intervention dans le cadre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abolition universelle 

de la peine de mort organisée par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la 

représentat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auprès du Conseil de l'Europe (conférence 

organisée à la Cour  interaméricaine  des droitsde l'homme, à San José, Costa Rica, 

9-11 octobre 2014) 

4. 作为专家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参加会议"Fulfilling the Dictates of Public 

Conscience: Moving Forward with a Convention 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Geneva, Villa Moynier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 16-17 May 2014 

5. "Admissibility v.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评论人), Arbitration 

Forum or the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Litigation, Arbitration and Commercial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24 March 2014 

6. «Rece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on Territorial Disputes 

»,communication à la conférence du Korean National Diplomatic Academy'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w, World Peace, Prosperity and Justi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in Pursuit of Kore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 5 December 2013 , Seoul (Korea) 

7. «L'ordre public sous le prisme comparé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et du droit européen», 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 29 janvier 

2013 

8. «La doctrine européenne en question», Débats du CEJEC (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autour d'un auteur et sur une lecture  de sa doctrine du droit 

européen , 20 mai 2011: débat avec E. Neframi (Université Paris XIII) sur le thème:« 

La Cour de justice et l'affirmation de l’Union  européenn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9. «Le jus ad bellum»,lecture at the French Collége  interarmées de défense 

(ex-War School) (Paris) (June 2009 ; Jan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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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e droit international face à la sécession», table ronde organisée par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le vendredi 8 mai 2009 au Palais de Justice de Bruxelles, dans le 

cadre du concours Rousseau (sous la presidence  d' E. David et aux côtés d'O. Corten 

et de D. Turp) 

11. 主持人 of the Agora on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internationaux/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Conférence biennale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de droit 

international/Bien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quoi 

ser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Law: Do We Need It ?,Paris , 20 ma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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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曼努埃尔·戈麦斯-罗夫莱多(Juan Manuel Gómez-Robledo) 

(墨西哥) 

[原件：英文] 

胡安·曼努埃尔·戈麦斯-罗夫莱多于 1959 年出生在墨西哥城，已婚，有 4 名子

女。1980 年在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大学)法律系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82

年在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公法硕士)。在巴黎政治学院获

国际关系专业法学硕士学位(文凭)。 

1988 年以来他一直在墨西哥外交部工作，2001 年晋升为大使。 

他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2-2016年)，担任条约临时适用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6 年 12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他担任外交部主管多边事务和人权的副部长。 

2004 年 3 月至 2006 年 12 月期间，他是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驻副代表。 

2004 年至 2006 年，他担任墨西哥外交部法律顾问，并以此身份在国际法院受理

的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中担任墨西哥代理人，

还在美洲人权法院受理的若干案件中担任墨西哥代理人。 

1998 年至 2000 年 11 月，他在华盛顿特区担任墨西哥常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常

驻副代表。1995 年至 1998 年，他在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担任人道主

义和裁军事务参赞。 

1959 年 3 月 5 日出生在墨西哥墨西哥城。 

已婚，有 4 名子女。 

1980 年在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大学)法律系就读并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2 年在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公法硕士)。 

1982 年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国际关系专业法学硕士学位(文凭)。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博士候选人。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2-2016 年)。 

国家德拉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指挥官奖级。 

熟练掌握的语文：西班牙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外交生涯 

2001 年：晋升为墨西哥大使。 

1998 年：通过竞争性考试，成为公使。 

1993 年：通过竞争性考试，成为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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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通过竞争性考试，成为一等秘书。 

1990 年：晋升为二等秘书。 

1989 年：晋升为三等秘书。 

1988 年：进入墨西哥外交部，担任随员。 

外交职务 

2006-2015 年 外交部主管多边事务和人权的副部长。 

2004-2006 年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驻副代表，纽约。 

2000-2004 年 外交部法律顾问。 

1998-2000 年 墨西哥常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公使，常驻副代表，华盛顿特区。 

1995-1998 年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参赞(人道主义和裁军事务)，日内瓦。 

1994 年 外交部外交部长办公厅主任。 

1993-1994 年 外交部外交副部长办公厅主任。 

1992-1993 年 外交部外交部长特别助理。 

1991-1992 年 外交部欧洲司西欧事务副司长。 

1990-1991 年 外交部外交副部长顾问。 

1983-1986 年 外交部联合国司政治与裁军股股长。 

1982-1983 年 外交部联合国司干事。 

法律职务 

2011 年 由联合国大会推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2-2016 年)，后被任

命为条约临时适用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8-2009 年 在国际法院担任墨西哥的代理人，请求解释 2004 年 3 月 31 日

对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的判

决，海牙。 

2003-2004 年 在国际法院受理的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

合众国)一案中担任墨西哥的代理人，海牙。 

2002-2003 年 在美洲人权法院担任墨西哥的代理人，请求提供关于无证移徙工

人法律地位和权利的咨询意见(OC-18/03)，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1998 年 墨西哥请求美洲人权法院提供关于领事通知权咨询意见(OC- 

16/99)的代表团顾问，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http://undocs.org/ch/A/RES/18/03
http://undocs.org/ch/A/RES/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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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墨西哥请求国际法院就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提供咨询

意见的代表团顾问，海牙。 

1988-1990 年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协理法律干事(通过国家竞争

性考试)，纽约。 

1986-1988 年 Noriega y Escobedo, A.C.(律师事务所)协理律师，墨西哥城。 

国际会议上的活动 

2010 年 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届缔约方会议和作为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第六次缔约方会议的墨西哥谈判

小组协调员。 

2010 年 第四次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主席。 

2006-2007 年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一届常会第六(法律)委员会主席。 

 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

题特设工作组联合主席，纽约。 

2005 年 第四次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受害者信托基金工作组主席，

海牙。 

2003 年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第六委员会关于禁止人的生殖性克

隆国际公约工作组主席。 

2002-2003 年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五十七和五十八届会议(第六委员会)副

代表。 

2001 年 参加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团副团长，纽约。 

 参加《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届审议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日内瓦。 

2000 年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常会代表，加拿大温莎。 

 杀伤人员地雷销毁技术政府专家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9 年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常会代表，危地马拉城。 

1998 年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常会代表，加拉加斯。 

1997 年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外

交会议代表，奥斯陆。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第一委员会)代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代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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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 年 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渥太华进程政府专家，日内瓦、维也纳、

波恩和布鲁塞尔。 

1996 年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第一委员会)代表。 

1995 年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

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一届审议大会代表，维也纳(以及 1996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续会)。 

 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代表，日内瓦。 

1994 年 《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的谈判代

表，纽约。 

1993 年 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劳工与环境并行

协议的谈判代表，渥太华、华盛顿特区和科科约克(墨西哥)。 

1992 年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代表(第六委员会)。 

1990 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代表，金斯敦和

纽约。 

 关于召开外交会议谈判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政府专家会议代表，

日内瓦。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代表(第六委员会)。 

1985 年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世界人口会议，代表团团长，墨西哥

城。 

1984 年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代表，纽约。 

组织 

 墨西哥律师协会成员。 

 国际律师协会(墨西哥分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学术活动 

2013 年 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2012 年以来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博士候选人。 

2001 年 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生研讨课主任(墨西哥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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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在巴拿马大学法学院讲授由美洲国家组织主办的国际法课程，

巴拿马市。 

1992-1993 年 墨西哥学院国际公法教授(墨西哥城)。 

1986-1988 年 在伊比利亚-美洲大学讲授东西方冲突背景下的国际战略问题

课程(墨西哥城)。 

1984-1986 年 泛美大学国际公法教授(墨西哥城)。 

主要讲座 

2015 年 “¿Cómo se hace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La labor de la Comisión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as Naciones Unidas”, XXII Taller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 Guadalajara 

(Mexico). 

2012 年 “La resolución Radilla de la Suprema Corte de Justicia de la Nación: la 

recep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México”, XIX Taller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Facultad de Derech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éxico, Toluca (Mexico). 

 “La instrumenta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derecho interno: una tarea pendiente”,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UNAM 

2009 年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y el Estad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XVI 

Taller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Obligatoriedad de los tratados internacionales de derechos humanos, 

a nivel federal y local”, Congreso Nacional sobre el reconocimiento y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s constituciones locales, 

Querétaro (Mexico). 

2006 年 “Obligatoriedad de los tratados internacionales de derechos humanos, 

a nivel federal y local”, Congreso Nacional sobre el reconocimiento y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s constituciones locales, 

Querétaro (Mexico). 

 “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y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Seminario Parlamentario sobre el impacto del Estatuto de Rom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en el orden jurídico de los Estados,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Mexico City) 

2005 年 “La refor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l Colegio de México (Mexic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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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pans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how it relates to the other UN 

organs, particularly the ICJ: strengthening the ICJ by allowing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request advisory opinions”,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La relación entre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y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Seminario Iberoamericano sobre la implementación del 

Estatuto de Roma,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Mexico City)  

“Iberoamérica ante los retos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siglo XXI: la 

perspectiva desde las Naciones Unida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Spain). 

2004 年 “El Caso Avena y Otros Nacionales Mexicanos (México v. Estados 

Unidos) ante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School of Law,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2003 年 “La responsabilidad de los grupos armados y l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Regional Expert Meeting on 

Improving Compliance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Mexico City). 

2003 年 “Las implicaciones jurídicas de la propuesta de reforma al artículo 21 

de l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y de la fórmula aprobada por el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ome Statu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organiz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Mexico City). 

2003 年 “El procedimiento ant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Instituto de la 

Judicatura Federal (Mexico City). 

2002 年 “El Estatuto de Roma y el orden jurídico mexicano”, External 

Programme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Mexico 

City). 

2002 年 “A Mexican Foreign Legal Policy: the pursuit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thin the promotion of and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Keynote 

Speaker at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1987 年 “Nuclear Deterrenc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clear Issu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Lawyer’s 

Committee on Nuclear Policy, New York. 

1986 年 “México y el Acuerdo General sobre Aranceles y Comercio (GATT)”, 

Instituto Panamericano de Alta Dirección de Empresa, Guadalajara. 

1985 年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 Student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unt Holyoke College, Massachusetts. 



 A/71/83 

 

91/336 16-07028 (C) 

 

出版物 

“México y la ONU: vínculo perdurable”, Foreign Affairs Latinoamérica, Vol. 15: 

Núm.4, 2015, p. 46-54. 

“El camino para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en colaboración 

con Stéphanie Black León, en El camino para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Suprema Corte de Justicia de la Nación 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Carlos Pérez Vázquez, Coordinador), 2013, pp. 39-60.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Mexicana”, en México en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la ONU. La historia tras bambalinas. (Roberto Dondisch, 

Coordinador) p. 15-28, 2012. 

“Universalidad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asistencia humanitaria: la inexorable evolución 

del principio de no intervención”,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Los Grandes Problemas 

de México,(Blanca Torres y Gustavo Vega, Coordinadores) 2010, p. 113-175. 

“México en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las Naciones Unidas: un balance a la mitad 

del camino”, in Foreign Affairs en Español, Vol.10, Núm. 2, 2010, p. 56-63. 

“La implementa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derecho 

interno: una tarea pendiente”, in Recepción nacional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admisión de la competencia contenciosa de la Corte 

Interamericana,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UNAM, Sergio García Ramírez 

y Mireya Castañeda Hernández (coord.), 2009, p. 127-150. 

“México y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la ONU en el siglo XXI”, in Foreign Affairs en 

Español, Vol. 8, Núm. 1, 2008, p. 56-64.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s on security assurances in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in El Tratado de Tlatelolco, Memoria de su cuarenta aniversari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México, D.F., 2008, p. 121-127. 

“La vigilancia en la aplicación de la Convención sobre los derechos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in Los derechos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Memoria del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Convención sobre los derechos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Por una 

cultura de la implementación”,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Consejo Nacional para 

Prevenir la Discriminación, México, D.F., 2007, p. 19-24 

“L’avis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sur les conséquences juridiques de 

l’édification d’un mur dans le territoire palestinien occupé: timidité ou prudence ?», 

in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Tome 109/2005/3, Paris, p. 521-537. 

“La Lucha por la Paz y la Seguridad Internacionales”, in Los siete principios básicos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México, Emilio O. Rabasa (coord.),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UNAM, 2005, p. 227-248. 

“El Caso Avena y Otros Nacionales Mexicanos ante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Mexico v. Estados Unidos)”, in 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UNAM, V-2005, p. 17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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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cho Internacional: la configuración del orden internacional del siglo XXI”, Text 

book in progress (to be published in 2006)  

“La ratificación del Estatuto de Roma y el orden jurídico mexicano”, in La soberanía 

de los Estados y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Memoria del Foro Internacional, 

Comisión 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México, D.F., 2002, p. 89-95. 

“Los conflictos armados internos en el Estatuto de Roma”, in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Ensayos para la ratificación e implementación de su Estatuto),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México, D.F., 2002, 

p. 89-96.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in El Foro, Barra Mexicana, Colegio de Abogados, 

México, D.F., Tomo XIV, núm. 2, 2001, p. 95-114. 

“Consecuencias para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México de la resolución del Secreta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por la que se concede la extradición de Miguel Angel Cavallo”, 

in El Foro, Barra Mexicana, Colegio de Abogados, México, D.F., Tomo XIV, núm. 1, 

2001, p. 217-224. 

“La respuesta de México a los ataques terroristas del 11 de septiembre”, in Revista 

Mexicana de Política Exterior, Instituto Matías Romero, México, D.F., núm.64, 

octubre 2001, p. 11-42.  

“Alegato de México en la Corte Internacional de Justicia: Opinión consultiva sobre la 

ilegalidad de la amenaza o el uso de las armas nucleares”, Introduction,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México, D.F., 1999, p. 9-21.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las nuevas exigencias del mantenimiento de 

la paz”, in Las Naciones Unidas en su 50 Aniversario, Instituto Matías Romero de 

Estudios Diplomáticos, México, D.F., 1995, p. 65-80. 

“El debate sobre el uso de la fuerza por parte de las Naciones Unidas”, in Las 

Naciones Unidas hoy: visión de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éxico D.F., 

1994, p. 124-149. 

“Handbook on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United Nations, 

1992, Chapters on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p. 40-54  

“La iniciativa de paz y de desarme de Nueva Delhi”, in Documentos, Centro 

Latinoamericano de Estudios Estratégicos, Doc.-003-86, México D.F., 1986. 

翻译 

Antonio Gómez Robledo, Le ius cogens international: sa genese, sa nature, ses 

fonctions, 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Recueil des cours, tome 172, 

(Tiré a par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The Hague. (从西班牙文译成法文) 

  



 A/71/83 

 

93/336 16-07028 (C) 

 

  阿卜杜勒拉齐克·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Abdelrazeg El-Murtadi 

Suleiman Gouider)(利比亚) 

[原件：阿拉伯文、英文和西班文] 

2016 年 5 月 20 日利比亚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利比亚极为重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相信古伊德尔博士的相关经验将对国际法

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宝贵贡献。应当指出，古伊德尔博士不仅是国际公法和国际私

法方面的顾问和教授，而且还是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 

姓名： 阿卜杜勒拉齐克·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5 年 7 月 17 日，利比亚格格布 

国籍： 利比亚 

婚姻状况： 已婚，4 名子女 

语文： 阿拉伯文(母语) 

法文和英文(流利) 

职称： 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顾问、教授 

学位和勋章 

班加西大学法学院法学士 1964-1968 年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公法高等教育文凭 1970-1971 年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学院国家博士 1971-1976 年 

一等骑士勋章 

利比亚 

奖项和表彰 

利比亚内阁、大学和工会以及其他区域机构 

注：在有世俗法和伊斯兰法传统的国家用阿拉伯文和法文进行研究。通过教学特

别是应用实践和翻译增进了普通法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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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经历 

A–法律工作： 

1. 在国际法院内： 

– 在国际法院受理的大陆架案(利比亚诉马耳他)(1982-1985 年)和意大利

申请参加此案(1984 年)的附带程序中担任利比亚的代理人 

– 在法院审理下列案件时担任利比亚的顾问： 

 大陆架案，利比亚诉突尼斯(1978-1982 年)及其附带程序： 

 马耳他申请参加此案，1981 年 

 突尼斯申请修改和解释 1982 年 2 月 24 日的法院判决 – 1985 年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利比亚诉联合王国，1992

年，以及其后的附带程序： 

 请求指明临时措施，利比亚诉联合王国，1992 年 

 初步异议，联合王国诉利比亚，1998 年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利比亚诉美国，1992 年，

以及其后的附带程序： 

 请求指明临时措施，利比亚诉美国，1998 年 

 初步异议，美国诉利比亚，1998 年 

2. 在国际法委员会(日内瓦) 

经联合国大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选举，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 5 年， 

2012-2016 年。 

以此身份参加委员会所有与其任务(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相关的届会、工作、

会议和讨论 

3. 其他司法和法律工作：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法院院长，2009-2010 年 

 2002 年起担任上述法院的法官  

 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美孚石油利比亚有限公司的仲裁程序中担任利

比亚辩护团队的团长兼顾问，巴黎，1982-1983 年 

 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中担任利比亚和利比亚国家

石油公司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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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国家石油公司诉利比亚太阳石油公司，国际商会第 4462 号案件，

1985 年 

o 格雷斯石油利比亚诉利比亚和国家石油公司，国际商会第 8035 号案

件，1993-1995 年 

 在美国法院受理的针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成员国的案件中担任石油

输出国组织辩护团队成员(欧佩克-维也纳) 

 在接受国内和国际律师事务所指派前往国际商会法庭代理涉及利比亚

法律的原则和规则以及外国投资者法律保障包括指导有关投资协定和

稳定条款的法律等案件之后，撰写各种专家意见 

 处理一般国际法各种问题的内部顾问团队成员，在石油法、特许权及石

油协议的新范例事项上为当局和国家机构提供咨询意见，更新与国际公

司订立的关于厂房安装以及技术和专门技能转让的参股协议 

B–法律/外交工作： 

1. 国际和区域组织： 

 参加联合国大会届会，出席大会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届常会的利比亚代表

团成员(大使级)，参加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的利比亚代表，2007 年

以来担任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副代表，2007-2009 年 

 利比亚参加海洋法会议和国家继承等联合国法律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和

法律顾问 

 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法律专家，处理乍得-

利比亚边界争端问题，利伯维尔，1977 年 

 起草非洲联盟组织法的非统组织法律专家，亚的斯亚贝巴，1999-2000 年 

 参加非统组织会议和首脑会议的利比亚代表团成员兼法律顾问，审议边

界问题和建立非洲联盟的进程 

 就国际和区域组织的法律议程项目为利比亚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咨询范

围包括海洋法(其中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事务)、主权和外交豁免、

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刑事法庭、国际经济、投资和贸易(世贸组织法)

等。这项工作包括起草提交联合国的提案，提交阿拉伯和非洲区域组织

的组成文件，加入和遵守世界组织及其相关协议的文书。 

2. 谈判员： 

参加处理各种法律和技术问题会议和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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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和执行国际法院 1982 年和 1985 年关于大陆架(突尼斯诉利比亚)一

案的判决，1982-1988 年 

 遵守和执行国际法院 1985 年关于大陆架(利比亚诉马耳他)一案的判决，

1985-1987 年 

 讨论和起草共同开发共享边界油气田的文件，1986-1988 年 

作为谈判代表和法律顾问参加处理以下等各种法律问题的会议和谈判： 

 边界地位和与邻国接壤的边界地区 

 根据合同安排开展技术合作和转让技术，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能源

和电力等各种部门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 ... 

C–学术和专业职责 

利比亚班加西法学院副院长 1976-1979 年 

委员会和理事会(的黎波里)负责人，包括：  

 大陆架委员会 1976-1987 年 

 海洋和陆地边界委员会 1987-1999 年 

 石油法审查和起草委员会 2005-2006 年 

 石油税务委员会 2006 年 

 海洋区法起草委员会，的黎波里 1988-1990 年 

 大学教师纪律理事会 2004-2005 年 

参加的董事会和委员会，如： 

 利比亚中央银行董事会 

 外国投资董事会 

 大学教师纪律理事会，班加西 

 利比亚宪法起草委员会 

 能源咨询委员会 

学术经历 

A – 学术职等： 

法学讲师 (1976-1978 年)、助理教授(1979-1983 年)、副教授(1983-1990 年)、教授

(1990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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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授课、研究和其他学术活动  

1976-2007 学年教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和院校如下：  

 国际公法，班加西和的黎波里法学院以及高等研究院、海洋科学院、安

全科学院、参谋学院和外交学院，的黎波里 

 国际私法，法学院和安全科学院，的黎波里 

 外交法，外交学院，的黎波里 

 石油法，法学院，班加西和的黎波里 

研究和其他学术活动，包括： 

 大学教师升级提交的研究论文以及利比亚和阿拉伯大学及高等研究所

硕士和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负责人或成员 

 指导利比亚和阿拉伯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和研究，并就各种学术事项提供

咨询和意见。 

 参加国内和国际会议、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大会，其中包括在哈佛大

学和纽约大学以及欧洲(日内瓦、伦敦、罗马)、非洲(开罗、开普敦)和

亚洲(塞浦路斯、巴林、贝鲁特)等其他机构参加讨论国际法问题的国际

活动，如人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战争残留物、国际仲裁. . . 

C – 部分出版物： 

除了用阿拉伯文和法文发表论文外，还出版了用阿拉伯文撰写的著作(的黎波里)，

包括： 

 Libyan Petroleum Legislations: Basic Legislations, 287 页 1980 年 

 Libyan Petroleum Legislations: Subsidiary Legislations, 

503 页 

1982 年 

 Petroleum Relationship in OPEC Countries: legal and 

financial aspects in Libya, as a case study, 493 页 

1983 年 

 The Continental Shelf Case betwee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and the Republic of Tunisia: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Arabic of the ICJ Judgment of 1982, its 

appended Opinions and the ICC judgment of 1981 on the 

Application by Malta for Permission to intervene in the 

Case, 544 页 

1985 年 

 Legal Person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2 页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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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al Person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21 页 2007 年 

 The Continental Shelf Case betwee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and the Republic of Malta: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Arabic of the ICJ Judgment of 1985, the 

appended opinions, the ICC judgments of 1984 on the 

Application by Italy For Permission to intervene in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tion submitted by Tunisia for 

Revi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CJ Judgment issued on 

24 February 1982, 574 页，阿拉伯文 

2008 年 

 Petroleum Relationship in OPEC Countries, 567 页 2008 年 

此外，每年为法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印发讲义(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对某

些主题进行更新并重点介绍近期发展：如第三世界在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国际仲裁和法院判例方面的最新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专业公司

签署的合同中适用的法律和管辖权条款以及这些国家最近与国际伙伴建立合资

企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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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迪奥·格罗斯曼·圭洛夫(Claudio Grossman Guiloff)(智利) 
 

[原件：英文] 

2015 年 10 月 5 日智利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格罗斯曼教授在国际法领域经验丰富。2012 年 5 月，格罗斯曼第三次连任联合国

禁止酷刑委员会主席。他从 2008 年 4 月起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并在 2003 年 11

月入选该机构后就是委员会成员。之前他是国际刑警组织档案管制委员会成员。

2003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1 月，格罗斯曼在西半球高校组织美洲学院担任院长。

之前他是美洲人权委员会成员(1993-2001 年)，在其中担任过许多职务，包括两次

担任主席(1996 年和 2001 年)。格罗斯曼教授精通比较法和国际法，从 1995 年以

来就担任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院长。 

智利政府相信格罗斯曼教授的经验和专业学识将为委员会作出显著贡献。 

…… 

生平 

克劳迪奥·格罗斯曼院长 

克劳迪奥·格罗斯曼是智利杰出的法学家，毕业于圣地亚哥的智利大学法学院

(1973 年)，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法学博士(1980 年)。 

格罗斯曼教授有丰富的学术生涯，包括在智利，荷兰和美国执教。目前他在美国，

担任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院长和 Raymond Geraldson 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学者。 

他是国际法领域的知名权威，曾在各种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在众多科研

机构和国家促进国际法发展，发表了大量法学方面的著述。 

格罗斯曼教授是美洲人权委员会成员，为时 8 年(1994-2001 年)，并两次当选为主席。

他也是美洲人权委员会妇女权利特别报告员(1996-2000 年)和土著居民权利特别报告

员(2000-2001 年)。格罗斯曼教授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负责美洲系统中国际法方面

的一些主要案件，涉及纠正和赔偿、正当程序、不歧视和禁止强迫失踪等。 

2003 年，格罗斯曼教授当选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和副主席。自 2008 年

起一直担任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主席，并 4 次连任这一职务。他还是 10 个联

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主席(2013-2014 年)。 

格罗斯曼院长目前是许多与国际法有关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公断人和研究项目选

拔委员会成员，包括圣地亚哥智利大学法学院、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和

弗赖堡大学瑞士高等研究院。他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客串讲课。目前他担任哥斯达

黎加美洲人权研究所所长(2014 年起)，并曾是国际刑警组织档案管理委员会成员

(2005-2011 年)和国际法学院协会理事会成员(2008-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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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曼教授撰写过国际法、国际组织、人权和国际教育方面的许多著作和文章，

其出版物包括： 

 “Implementing Human Rights in Closed Environments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 Human Rights in Closed 

Environments, 31 LAW IN CONTEXT 125 (2014)； 

 “Desafíos de la Libertad de expresión en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de la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Derecho Procesal Constitucional (correspondiente a julio-diciembre de 2013)； 

 “Mayagna (Sumo) Awas Tingni Community v Nicaragua Case,”print 

edition of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VII at 32 (2012) ( 曾在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的网络版中发表(2008))； 

 Nuevos Paradigmas y Fuentes en la Formación Jurídica, en LA CRISIS DE 

LAS FUENTES DEL DERECHO EN LA GLOBALIZACIÓN 95-116 

(Biblioteca Jurídica Diké Ltda. 2011)； 

 “Legal Education Reform,”32 HARVARD INT'L R. 4 (Fall 2010)； 

 “The Normative Value of the Istanbul Protocol”in Shedding Light on a 

Dark Practice: Using the Istanbul Protocol to Document Torture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2009)； 

 Building the World Community Through Legal Education, in 2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w and Legal Education 21 (2008) (系列丛书 Ius 

Gentiu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Justice 中的第 14 册)； 

 “The Velásquez Rodríguez Ca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System”in International Law Stories (Foundation Press 2007)； 

 States of Emergency: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RIGHTS: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BROAD (L. Henkin & A. Rosenthal 

e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Situaciones de Emergencia en el Hemisferio Occidental: Propuestas para 

Fortalecer la Protecc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in 1 DERECHO 

CONSTITUCIONAL COMPARADO MÉXICO -ESTADOS UNIDOS 

[Emergency Situations in the Occidental Hemisphere: Proposals for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1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mes Frank Smith 编，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1990)； 

 Supervis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SUPERVISORY MECHANISM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 van Dijk 编，Boston: Kluw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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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荣获许多奖项和荣誉，包括： 

 菲尔莱狄更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015 年)； 

 北美智利商务部的智利年度最佳学术奖(2013 年)； 

 西班牙全国律师基金会的终身领袖奖(2012 年)； 

 秘鲁圣马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2 年)； 

 哥伦比亚塞尔吉奥·阿沃莱达大学颁发的 Rodrigo Noguera Laborde 奖

(2011 年)； 

 哥伦比亚政府颁发的正义奖(2011 年)； 

 荷兰政府颁发的 Orange Nassau 勋章，“Commendeur”奖级(2009 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2009 年)； 

 危地马拉政府颁发的 Antonio Jose Irisarri 勋章，“Commendeur”奖级

(2006 年)； 

 美国 Fulbright 研究和教学奖(1982-83 年)。 

格罗斯曼教授会讲西班牙语(母语)、英语、荷兰语和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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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韦列·哈巴鲁吉利拉(Révérien Habarugira)(布隆迪) 

[原件：法文] 

 一. 个人信息 

姓名： 雷韦列·哈巴鲁吉利拉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 年 5 月 17 日，基隆多县 Gikuyo-Kireka 乡 

婚姻状况： 已婚 

国籍： 布隆迪 

 二. 教育 

2004-200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促进和平与人权教席，布隆迪大学(第三级)：2006 年 2 月

17 日获得高等专业学习文凭(DESS)(专业硕士学位第二年)，人权与和平解决冲突

专业。 

论文： 

“Democratization as a mechanism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Burundi”，2005 年 12 月 30 日

出色完成答辩。 

1985-1990年： 

布隆迪大学艺术和人文学院：非洲语言和文学本科学位。论文：“Kirundi and music: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owel length and the duration of 

notes in Burundi song”。 

1981-1985年： 

布琼布拉 Saint Curé d’Ars 大学院(哲学)：哲学研究证书。 

1978-1981年： 

一般人文学科高中教育：Burasira 圣彼得克拉弗中等学院一般人文学科和人文学

科综合认可证书文凭。 

1974-1978年： 

穆因加初级学院初中教育：普通学业证书 

1966-1974年： 

Kanyinya-Kirundo 小学：国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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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实习 

2014年 9月 22日至 10月 17日： 

巴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国际系列课程，人权保护专业：专业证书。 

2014年 5月 16日至 31日： 

参加在中国北京为非洲公务员举行的关于制定和实施减贫公共政策的研讨会， 

讲习班证书。 

2011年 8月： 

在加纳阿克拉参加 BRIDGE 培训，选民登记单元：参加证书(选民登记)，2011 年

8 月 5 日至 12 日 

2010年 10月： 

作为布隆迪防务审查的一部分去荷兰海牙学习访问。 

2009年 5月： 

意大利圣雷莫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第五十一届难民法课程和国际难民法文凭。 

2008年 1月： 

在赞比亚卢萨卡与非洲当地政府和当局开会。 

2007年 9月 17日至 10月 12日： 

巴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国际系列课程，人权保护专业：专业证书。 

2003年 11月 4日至 23日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在冈比亚班珠尔举行的第四届会议。 

 四. 工作经历 

2014年 11月至 2015 年 7月： 

布琼布拉镇议会全国省委员会成员兼负责卡尼奥沙城区县的监督员。 

2002年 6月至 2016年： 

上诉委员会主席(2009 年至今)，为条约机构起草报告的常务委员会成员。 

内政部长办公室政治顾问，依据有关政党的立法审查政党认可申请书和政党运作

情况。 

2013年 12月： 

负责核定 2013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在 Kanyanza 以及 2013 年 12 月 27 日至 30 日

在邦加举行的研讨会期间翻译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Umugambi w'igihugu 



A/71/83  

 

16-07028 (C) 104/336 

 

w'ukubungabunga ugutsimbataza umutekano w'abanyagihugu”。2014 年 1 月：翻译

关于人类安全联合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联合条例。 

2012年 4月至 2013年 8月： 

负责起草关于人权情况的初次报告和定期报告的部际委员会成员(《儿童权利公

约》和任择议定书以及妇女权利公约)； 

2013年 1月至 2 月： 

将建立布隆迪国家儿童论坛的选举程序手册译成基隆迪语，题为“Amategeko 

ngenderwako agenga ihuriro ry'abana Mu Burundi”。 

2013年 1月： 

沙勿略天主教行动运动国家委员会的当选成员，担任国家促进者。参加 2013 年 8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卡武为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沙勿略运动举行的会议，目的是重新建立沙勿略国际运动的结构。 

2012年 11月 12 日至 15日以及 19日至 22日在恩戈齐： 

在欧洲联盟“Gutwara neza”善治方案为加强地方行为体在权力下放过程中起草

社区行政法案的能力而举办的培训会上担任顾问并将其译成基隆迪语。 

2012年 8月： 

在驻布琼布拉的世界银行支持下并在布隆迪国家行政学院的一名顾问 Cyprien 

Mbonigaba 的协助下，将速效方法译成基隆迪语，题目为“Ubuhinga bufasha 

gushika ningoga Ku mugambi wishinze”。 

2012年 5月： 

将选举乡代表的指南译成基隆迪语，题目为“Agatabu-Ndongozi k'inzego zitorewe 

abenegihugu zijejwe intwaro Ku Mitumba”，属“Gutwara Neza”善治方案中的权力

下放部分。前言由内政部部长撰写，以纪念布隆迪独立五十周年。 

2012年 3月和 6 月： 

参加全国裁军委员会将 2009 年 8月 28 日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第 1/14 号法案译

成基隆迪语的工作 (“Ibwirizwa inomero 1/14 Ryo Ku wa 14 Myandagaro 2009 

ryerekeye Amategeko agenga ibirwanisho bihwahutse NA bito bito”)。 

2012年 2月至 8 月： 

负责布隆迪独立五十周年筹备工作的全国委员会成员。 

2011年 12月和 2012 年 1月： 

参加会议，向政党领袖和其他行政人员解释过渡时期司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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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善治方案)和内政部为省里新的民事登记管理员、

省长社会文化顾问和民事登记员(社区管理员)举办的民事登记区域研讨会上担任

培训员。 

2011年 5月： 

为审查防守而设立的全国委员会成员，由2011年5月5日第100/129号法令任命。 

2011年 4月： 

参加国家移民政策培训班证书。 

2011年 1月： 

在选举后由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和内政部为当选的地方官员(一把手、二把手、

县议会和县行政长官)举办的善治、打击腐败、人权、当地规划、问责制、权力

下放和分权等领域以及各县有效运作的能力建设培训中担任培训员。 

2010年 12月： 

在联合国布隆迪综合办事处(联布综合办)和内政部为新省长和新当选的县行政官

员举办的人权区域讲习班上担任主持人。 

2010年 10月： 

为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和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为县独立选举委员会成员举办的

2010 年选举评估区域务虚会担任主持人和报告员。 

2010年 5月、6月、7月和 9月： 

在基隆多省的县、一把手、立法、参议院和乡级选举中担任国家观察员 

2010年 5月 20日： 

参加由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举办的国家选举观察培训 

2010年 2月： 

– 参加联合国布隆迪办事处在选举前为省长、警察和县行政人员举办的公

众自由区域讲习班，介绍国家的人权保护制度。 

– 参加联合国布隆迪办事处对省长和内政部顾问举办的通信技术培训：参

加证书。 

2010年 2月 1日至 4日： 

参加在恩戈齐举行的政党领导人大会，目的是通过内部规则和选举经认可的政党

间对话常设论坛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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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1月 23 日至 12月 23日： 

协助选举制度基金会和内政部组织的实地考察，以识别巴特瓦人并为他们拍照，

目的是给他们发放参加 2010 年选举的国民身份证。 

2009年 10月： 

参加非政府组织布隆迪儿童权利保护慷慨观察组织举办的关于建设县行政官员

和省长社会文化顾问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能力区域研讨会证书。 

2008年 1月和 2009年 9月： 

专家委员会成员，任务是起草 2009 年 8 月 28 日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第 1/14

号法案实施条例。 

2008年 9月至 12 月： 

专家委员会成员，任务是向布隆迪民众解释布隆迪成为东非共同体一部分的途径，

由共和国第二副总统阁下的命令委任。 

2008年 7月： 

为 2008 年 8 月 16 日至 30 日的人口普查工作对基隆人口普查员进行培训，谱写

了一首宣传人口普查的歌曲，在电台播放，获二等奖。 

2007年 2月： 

参加由法国驻布隆迪大使馆和内政部在 Kiriri 耶稣会精神中心为省长举办的权力

下放培训讲习班：参加证书。 

2006年 9月至 2009年 

在布隆迪大学应用教学研究所担任兼职讲师，教布隆迪文化人类学课，并在非洲

希望大学教研究传统的非洲社会和文化的导论课。 

2003年 2月至 2005年： 

关于人权问题的政府委员会成员。 

全国环境委员会成员 

为起草布隆迪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初步报告而成立的委员会成员。内政部发言

人和该部播出的每周广播节目的制作人。 

1997年 3月至 2002年： 

经济顾问，随后担任基隆多省省长的社会文化顾问。 

小册子“Ethnomusicologie au Burundi”(布隆迪民族音乐学)，由埃米尔·姆沃罗

哈教授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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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5月至 1997年： 

内阁技术顾问，随后在国家改革部负责与国民议会关系的司中担任司长。 

1993年 3月至 1995年： 

内政和当地社区发展部长办公厅顾问。 

1993年 3月至 6 月： 

全国选举委员会成员和基隆多省监督员。 

1991年 9月至 1993年 3月： 

在中等教育课程和研究办公室担任教育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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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赛因·哈苏纳(Hussein A. Hassouna)(埃及) 

[原件：英文] 

2016 年 5 月 20 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哈苏纳博士自 2006 年起一直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他是剑桥大学国际法博士以及

若干国际机构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成员。哈苏纳博士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其中包括：

原阿拉伯国家联盟驻联合国常驻观察员、外交部负责法律事务和条约的部长助理。 

…… 

学历 

- 剑桥大学国际法博士(1968 年) 

- 剑桥大学国际法法学学士(1965 年) 

- 开罗大学法律系法学证书(1960 年) 

- 法国耶稣会学校中学毕业会考毕业文凭，开罗(1955 年) 

语文：英文、法文、德文和阿拉伯文 

现任职务 

- 自 2006 年起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小组成员，世界银行 

- 开罗商业仲裁区域中心仲裁员小组成员 

- Hassouna & Abou Ali 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开罗 

- 阿拉伯国家联盟法律委员会成员 

- 国际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知名人士小组成员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知名人士咨询小组会员 

- 萨尔斯堡全球研讨会理事会成员 

- 教育发展学会理事会成员 

- 全球法治培训中心理事会成员 

- 国际发展法组织顾问 

-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 

- 在开罗美国大学和埃及外交学院担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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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务 

-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美国大使(2002-2012 年)。 

- 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大使(1997- 2002 年) 

- 外交部长助理、负责国际法律事务和条约的法律顾问，开罗(1996- 1997 年) 

- 埃及驻摩洛哥大使(1992- 1996 年) 

- 埃及驻南斯拉夫大使(1989-1992 年) 

-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办公厅主任(1988-1989 年) 

- 埃及外交部长法律与国际组织事务特别顾问(1986- 1987 年) 

- 埃及大使馆媒体和新闻事务主任，巴黎(1983-1986 年) 

- 埃及大使馆政务参赞，华盛顿特区(1978-1982 年) 

-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和法律顾问，纽约(1971-1976 年) 

法律职务与活动 

- 在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和研讨会上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专家，日

内瓦(2004 年)、哈瓦那(2001 年)、巴黎(2000 年)、开罗(1999 年) 

- 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参加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1997- 2001 年各届会议) 

- 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参加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外交会议(1998 年) 

- 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审议大会，纽约(1999 年) 

- 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参加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会议，美洲国家组织，华

盛顿特区(2003 年) 

- 1995 年列入埃及司法部长任命的民事和商业问题合格仲裁员名册 

- 国际和平学院院长候选人(1989 年) 

- 代表埃及参加西奈国际维和部队(多国部队和观察员)会议(1986-1988 年) 

- 与以色列进行塔巴边界争端谈判的埃及代表团副团长(1986-1989 年) 

- 在日内瓦仲裁庭上就塔巴争端一案担任埃及政府副代理人(1986- 1988 年) 

- 参加埃及-以色列和平谈判的埃及代表团法律顾问：开罗、特拉维夫和华盛

顿(1977-1979 年) 

- 被联合国选为科摩罗政府的法律顾问(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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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埃及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4 年)，联合国和平利用海床洋底委员会

(1973 年)、联合国侵略定义问题委员会(1974 年)、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1973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73-1975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

修订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大会(1971 年) 

- 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联合

国专门机构等组织会议的埃及代表团法律顾问 

学术活动 

- 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法和外交学讲师，开罗 

- 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摩洛哥和埃及的主要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纽约大学、乔治敦大学、美国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埃默里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圣母大学、

南卡罗来纳大学、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政治和经济学院、

麦吉尔大学、拉巴特国际大学、开罗大学讲授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课程。 

- 美国国际法学会会议(1975 年和 2011 年)、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学会会议

(1996 年)、埃及刑法学会会议(1996 年)讨论嘉宾 

- 美国国际法学会、埃及国际法学会、国际法研究所、全球法治培训中心和埃

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 

出版物 

专著和合著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各领域的著作、论文和文章包括： 

著作 

-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Disputes: A Study of Middle East 

Conflicts”: Oceana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75. 

- Contributed chapter in UNITAR, book on “Regionalism and the United Nations”: 

Oceana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79. 

- Contributed chapter on “Joint African-Latin American Effort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ora”: Book of IV Africa-Latin American Seminar, Mexico, 1987. 

- Contributed chapter on “The Iraq-Kuwait Border Problem”, in book” Iran, Iraq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论文和文章 

- “The United Nations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 Revue Egyptienn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74. 

- "Expulsion and Expat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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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rrorism, Al-Ahram Publications, Cairo, February 1977. 

- "Reglement Pacifique des Conflicts Regionaux": Application au Probleme de 

Taba": Documents, Huitieme Seminaire Diplomatique, Le Caire, Avril 1987. 

- "L'Organisation de L'Unite Africaine et les Problemes de L'Afrique": Application 

au Probleme Palestinien"; Documents, Neuvieme Seminaire Diplomatique, Le 

Caire, Mars 1988. 

-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Answer to Africa's Economic Problems": Documents, 

Eigh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Society of Intem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iro, September 1996. 

-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ocuments, 

Symposium of the Egyptian Society of Criminal Law, Cairo, December 1996. 

- "The Rights of Palestine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lestine Refugees, Paris, April 200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 "The Enforcement of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ume 7,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2001. 

- "The Prospects for Arab Democrac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ume 18, Fall 

2001. 

- "The role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Palestine problem", 

United Nations Latin American Caribbean meeting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Havana, June 2001,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oday": Symposium of 

the Swiss Foundation for World Affairs, Foundation's Publications, November 

2003. 

- "Current Challenges fac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3. 

- "An Arab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gazine,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4. 

- "A new vision for the Arab League":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2004. 

- "Elections, Referendums and Democracy": Symposium of the Association on 

Third World Affairs, Association's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March 2004. 

-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Geneva, April 200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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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Arab League in Middle Eastern issues": The Washington 

Diplomat, Washington, DC, May 2005. 

-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50th Anniversary, 

ILI News Quarterly, November 2005. 

- "Human Security and the Rule of Law"; Caux Forum for Human Security, 

Switzerland, July 2008. 

- "The Arab Peace Initiative: Legal Framework for a settlement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Center for Global Affairs, New York University, November 2008. 

- "Reconciliation in Iraq: Political and Legal Implication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December 2008. 

- "The Crisis of Darfu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Yale University Law 

-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rch 2010. 

- “Revolu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School, February 2009. 

- "The Role for Non-Governmental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Projects": George Washington the Middle East:"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Meeting, March 2011. 

- “The Rule of Law in the Arab World": Fordham University Law School, 

November 2012. 

- "The Drafting of Constitutions in the Arab Spring Countries",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December 2012. 

- "The Role of the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uala Lumpur Seminar, 

November 2013. 

-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the Event of Disasters": Tehran Annual Session of 

AALCO, September 2014. 

- "Case Studies in Diplomacy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December 2014. 

- "Towards Asian - African Legal Cooperation ": Al Ahram weekly, January 2015. 

- "Contribution of the Third Worl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Delhi World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Law, January 2015. 

- "Expulsion of Aliens " Beijing Annual session of AALCO, April 2015. 

- "Stat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 : Beijing Colloquim, 

April, 2015. 

- "Challenges of Ra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reaties in Africa ": Cairo 

African Forum, October 2015. 

- "Egypt and International Law " : Al Ahram ,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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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 : Egypt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ovember 2015. 

- The Work of the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 : Cairo U.N.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for the Arab States, November 2015. 

- "Expulsion and Expat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5.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rrorism, Al-Ahram Publications, Cairo, February 1977. 

- "Reglement Pacifique des Conflicts Regionaux": Application au Probleme de 

Taba": Documents, Huitieme Seminaire Diplomatique, Le Caire, Avril 1987. 

- "L'Organisation de L'Unite Africaine et les Problemes de L'Afrique": Application 

au Probleme Palestinien"; Documents, Neuvieme Seminaire Diplomatique, Le 

Caire, Mars 1988. 

-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Answer to Africa's Economic Problems": Documents, 

Eigh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Society of Intem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iro, September 1996. 

-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ocuments, 

Symposium of the Egyptian Society of Criminal Law, Cairo, December 1996. 

- "The Rights of Palestine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lestine Refugees, Paris, April 200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 "The Enforcement of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ume 7,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2001. 

- "The Prospects for Arab Democrac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ume 18, Fall 

2001. 

- "The role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Palestine problem", 

United Nations Latin American Caribbean meeting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Havana, June 2001,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oday": Symposium of 

the Swiss Foundation for World Affairs, Foundation's Publications, November 

2003. 

- "Current Challenges fac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3. 

- "An Arab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gazine,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4. 

- "A new vision for the Arab League":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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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ions, Referendums and Democracy": Symposium of the Association on 

Third World Affairs, Association's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March 2004. 

-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Geneva, April 200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Arab League in Middle Eastern issues": The Washington 

Diplomat, Washington, DC, May 2005. 

-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50th Anniversary, 

ILI News Quarterly, November 2005. 

- "Human Security and the Rule of Law"; Caux Forum for Human Security, 

Switzerland, July 2008. 

- "The Arab Peace Initiative: Legal Framework for a settlement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Center for Global Affairs, New York University, November 2008. 

- "Reconciliation in Iraq: Political and Legal Implication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December 2008. 

- "The Crisis of Darfu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Yale University Law 

-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rch 2010. 

- “Revolu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School, February 2009. 

- "The Role for Non-Governmental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Projects": George Washington the Middle East:"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Meeting, March 2011. 

- “The Rule of Law in the Arab World": Fordham University Law School, 

November 2012. 

- "The Drafting of Constitutions in the Arab Spring Countries",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December 2012. 

- "The Role of the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Kuala Lumpur Seminar, 

November 2013. 

-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the Event of Disasters": Tehran Annual Session of 

AALCO, September 2014. 

- "Case Studies in Diplomacy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December 2014. 

- "Towards Asian - African Legal Cooperation ": Al Ahram weekly, January 2015. 

- "Contribution of the Third Worl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Delhi World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Law, January 2015. 

- "Expulsion of Aliens " Beijing Annual session of AALCO, Apri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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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 : Beijing Colloquim, 

April, 2015. 

- "Challenges of Ra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reaties in Africa ": Cairo 

African Forum, October 2015. 

- "Egypt and International Law " : Al Ahram , October 2015. 

-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 : Egypt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ovember 2015. 

- The Work of the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 : Cairo U.N.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for the Arab States, Nov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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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茂德·德伊法拉·哈穆德(Mahmoud Daifallah Hmoud)(约旦) 

[原件：英文] 

2015 年 10 月 15 日约旦哈希姆王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约旦高度重视哈穆德大使的候选人资格。哈穆德大使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拥

有广泛的经验，从 2013 年 12 月以来至今一直是约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资深

副代表。之前，他数次担任约旦外交与侨务部的法律顾问、约旦驻华盛顿特区大

使馆使团副团长、约旦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的代表和皇家哈希姆法

院的法律顾问。 

哈穆德大使代表约旦参加各项国际法律文书的各种双边和多边谈判。他还在包括国

际法院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在内的国际法院和法庭受理的案件中担任约旦的律

师，在各种法律期刊和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并在约旦、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授课。 

哈穆德大使在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期间，曾于 2007年担任委员会第二副主席，

并在 2012 年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他还在国际法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主

席缺席期间担任代理主席。此外，哈穆德大使参加了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上几乎所

有议题的起草委员会、研究小组和工作小组，并为最惠国条款研究组撰文。 

…… 

  专业经验 

o 职位：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资深常驻副代表，纽约(2013 年-)。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07 年-)：(第二副主席，2008 年；起草委员会主席，

2011 年)。 

o 曾任职务： 

 外交与侨务部法律顾问兼法律司司长，约旦安曼 (1999-2001 年、

2006-2009 年、2013-2013 年)。 

 外交与侨务部谈判协调局局长(2013-2013 年)。 

 约旦驻美国大使馆副团长(2010-2013 年)。 

 法律顾问：约旦核能委员会(2007-2009 年)。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和法律顾问，纽约(2001-2006 年)。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担任法律(第六)委员会副主席。 

 哈桑·本·塔拉勒王子殿下办事处法律顾问(1994-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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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和平进程谈判期间担任约旦法律顾问。 

 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约旦后续行动委员会(巴塞罗那进程)。 

o 谈判了若干约旦双边和多边条约和协定，包括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条约、司法合

作、人权、反恐、划界、投资、商业、运输、能源以及国际借贷条约和协议。 

o 在约旦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期间(2014-2015 年)，谈判了若干与中东

和北非、制裁和反恐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o 就约旦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向约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o 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事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向约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o 参加编写和草拟约旦的若干经济法，包括与保护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 

o 监管和协调约旦提交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的法定索赔。 

o 就约旦-欧盟结盟协定的有关事项向约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o 就某些私有化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o 在国际法院审案期间担任约旦法律顾问，包括“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

隔离墙的法律后果”问题(联合国大会要求提出法律咨询意见)(2004 年)和科

索沃问题咨询意见(2010 年)。 

o 在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庭的索偿案中担任约旦法律顾问。 

o 美国法学会第四次法律重述美国对外关系法国际咨询小组成员。 

o 法律培训所在地：Daifallah Hmoud 和 Moh'd abu Jbara 律师事务所。 

o 满足了约旦律师协会的法律培训要求，1994 年 7 月。 

o 知识产权实习所在地：华盛顿特区 Beveridge, Degrandi, Weilacher & Young

律师事务所(LLP)，后被 Clifford Chance 并购，1998 年 5 月。 

  参加的会议 

o 中东和北非经济首脑会议，1995 年 10 月，约旦安曼。 

o 全球小组(经济)会议，1996 年 12 月，荷兰海牙。 

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次会议和讨论会。 

o 知识产权和知识经济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主席，1999 年 10 月，中国北京。 

o 国际法讨论会，2000 年 7 月，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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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和

六十二届会议期间是参加法律委员会的约旦代表，纽约。 

o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第八、九和十届会议的约旦代表(2001-2002 年)。 

o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届会(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以

及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和 2008 年)的约旦代表，纽约和海牙。 

o 联合国大会拟定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报告员，2002 年，

纽约。 

o 联合国大会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

设委员会副主席，2003-2005 年，纽约。 

  出版物、研究和讲座 
 

o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Law 

Making Policy”, 1993, (存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法律中心)。 

o Foreign Investment under Jordanian Law, 1994 (in Arabic), (存于约旦律师协会

图书馆)。 

o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Iraq”, 36 Cornell Int'l L.J. (2004) 435-453. 

o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会议，2005 年 3 月 8 日至 9 日，日内瓦：宣讲国际法院

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咨询意见的意义。 

o 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分会：2005 年春季会议演讲人/讨论嘉宾，华盛顿特区。 

o 2005 年训研所联合国面临的全球问题暑期研究所，2005 年 6 月 6 日至 10 日,

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制定标准的方法、技术和实施工作演讲人/讨论嘉宾。 

o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in Giuseppe Nesi(编),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unter-Terrorism,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61-170。 

o “Negotiating the Draft Comprehensiv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Major Bones of Conten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2006; doi: 

10.1093/jicj/mq1081。 

o “Are the Principles Really Needed”The Potential of the Established Distinction 

between Responsibility for Attacks by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Law of 

Self-Def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576)。 

o 提交国际法委员会最惠国条款研究组的书面文件(作为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年

度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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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包括世界银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约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牛津和剑桥在内的不同论坛就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

知识产权、国际事务和外交事务、使用武力和反恐方面的各种专题进行演讲、

主持讨论和前往参加。 

  学历 
 

高中：圣地学院，约旦安曼 

 毕业日期：1988 年 6 月 

 学位：普通教育文凭(GCE) 

大学：约旦大学法学院，约旦安曼 

 毕业日期：1992 年 8 月 

 学位：法学学士 

研究生院：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法律中心(法学院)，美国华盛顿特区 

毕业日期：1993 年 5 月 

学位：法学硕士 

专业：国际法与比较法 

  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研究所，瑞典隆德 

取得文凭日期：1996 年 5 月 

学位：国际人权课程文凭 

  富兰克林皮尔斯法律中心，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 

毕业日期：1998 年 5 月 

学位：法学硕士 

专业：知识产权 

  奖项 
 

o 2004 年 12 月获约旦 Istiklal(独立)三等奖。 

  语言 
 

o 阿拉伯语和英语：流利。 

o 法语：可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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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中国) 

[原件：中文和英文]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团信件摘录 

…… 

黄惠康博士是一名优秀的国际法专家，在国际法实践和外交活动两方面都具有渊

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黄惠康博士于 2010 年 7 月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并于 2011 年 11 月再次当选。黄惠康博士曾在武汉大学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

之后进入中国外交部，先后担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参赞、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法律顾问、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和条约

法律司司长。黄惠康博士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以及法律事务的双边

和多边谈判。他曾担任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自 2001 年起称为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的助理秘书长，具有国际组织法律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黄惠康博士还担任过中

国唐山市副市长。 

中国政府相信，如若再次当选，黄惠康博士会继续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和国际

法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 

姓名：黄惠康  

出生日期：1955 年 9 月 25 日 

出生地：中国浙江杭州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学历 

1985-1989：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法学博士 

1982-1984：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法学硕士 

1978-1982：中国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哲学学士 

现任职务 

中国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其他职务 

中国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法

教授 



 A/71/83 

 

121/336 16-07028 (C) 

 

国际空间法学会会员 

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 

国际刑法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 

工作履历 

2011-2013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2010-2011 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 

2009-2010 中国唐山市副市长 

2005-2008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渥太华 

2002-2004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首席馆员 

1995-2002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一秘、参赞 

1991-1994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助理秘书长，印度新德里 

1984-1995 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8-1989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客座教授 

1985-1988 中国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其他法律和外交工作经历 

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会议主旨演讲人和讨论嘉宾，吉隆坡，2015 年 

国际法委员会第 62-67 届会议委员，日内瓦，2010-2015 年 

网络空间首尔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首尔，2013 年 

海牙和平宫百年庆典暨和平解决争端部长级会议，中国外交部长特别代表，海牙，

2013 年 

中加司法和执法合作磋商，中方代表团团长，渥太华和北京，2012 年，2013 年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五至六十七届会议，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纽约，2011-2013 年 

中美、中英、中荷、中韩、中俄、中加(拿大)、中瑞(士)外交部条法司长(法律顾

问)磋商，中国代表团团长，北京、华盛顿特区、伦敦、首尔、莫斯科、渥太华

和伯尔尼，2011-2013 年 

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第 9-11 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华盛顿特区、广州、

华盛顿特区，2011-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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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国际研讨会，共同主办方，北京，2012 年 

网络问题布达佩斯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布达佩斯，2012 年 

中国与欧盟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第 1 和 2 次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北京、布鲁塞

尔，2012 年，2013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签署 30 周年研讨会，主旨演讲人，北京，2012 年 

全球海洋环境报告与评估经常性进程区域研讨会，主旨演讲人，中国三亚，2012 年 

“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区的对外法律事务研讨会，主旨演讲人，北京，2012 年 

中英网络事务磋商，中方代表团团长，伦敦、北京，2011 年，2012 年 

第 3 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主旨演讲人，中国库布其，2011 年 

第 54 届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维也纳，2011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坎昆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坎昆，2010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曼谷筹备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曼谷，2010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波恩筹备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波恩，2010 年 

第 43、44 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维也纳，2000 年，

2001 年 

第 35-40 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维

也纳，1996-2001 年 

第 3 届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维也纳，1999 年 

第 38-42 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维也纳，1995-1999 年 

中国和有关国家为缔结外空、核能、裁军及其他领域合作协议的谈判，中方法律

顾问，1995-2002 年 

国际竹藤组织东道国法律顾问，北京，1995-2002 年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纽约，1999 年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研讨会”——纪念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50 周年，特邀

专家和讨论嘉宾，纽约，1997 年 

第 3 届美洲空间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乌拉圭埃斯特角城，1996 年 

第 3 届亚太空间多边合作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首尔，1996 年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特设委员会第 2 次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纽约，1995 年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环境法专家会议，特邀专家，华盛顿特区，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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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主办的难民问题研讨会，亚非法律

协商委员会代表，亚的斯亚贝巴，1994 年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第 30-33 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开罗、伊斯兰堡、坎帕拉、

东京，1991-1994 年 

世界人权大会筹备委员会第 3、4 次会议，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代表，日内瓦，

1992 年和 1993 年 

世界人权大会，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副代表，维也纳，1993 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第 3、4 次会议，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代表团

团长，日内瓦和纽约，1991 年和 1992 年 

主要出版物 

著作： 

主编：《外交实务法律指南》，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2014 年 

合著：《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国际法》(修订第 5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合著：《高校法学教材：法学概论》(修订第 11 版)，法律出版社，2013 年 

主编：《外层空间法》，青岛出版社，2000 年 

主编：《21 世纪教材系列：国际法》，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执行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专著：《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 

专著：《中国法律与政治导论》(英文)，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 

专著：《国际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年 

主编：《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年 

合著：《简明中华小百科全书——法学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合著：《高校文科教材：法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合著：《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报告及研究》(1991、1992、1993 和 1994 卷)，亚非

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处，新德里。 

论文： 

“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条约法律外交”，中国澳门特区法律与司法培训中

心编辑出版，2015 年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在马来西亚防务学院硕士研修班上的讲座，吉

隆坡，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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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权豁免”，《中国国际法期刊》，2014 年第 13 期 

“当代国际法的若干发展趋势”，《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中国外交前沿的若干国际法热点问题”，第八期厦门国际法研究院暑期研修班

主旨演讲，厦门，2013 年 

“构建和平安全开放有序的和谐网络空间”，网络空间首尔会议上的主旨演讲，

首尔，2013 年 

“‘一国两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 年 

“用好海洋法公约，发展我国海洋事业——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签署 30

周年”，《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 年 

“重视海洋保护，建立和谐海洋秩序”，在全球海洋环境报告与评估经常性进程

东亚及东南亚海区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国三亚，2012 年 2 月 21 日 

“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海洋安全”，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国际法讲座，香港，2012 年 

“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条法工作”，可查阅：www.chinanews.com，2012 年 1 月

13 日 

“军舰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法律依据和司法程序安排”，《中国海商法年刊》，

2011 年第 1 期 

“通往德班之路：气候变化谈判前景展望”，《外交季刊》，2011 年春季号 

“建设和平、发展、合作、法制的外层空间”，《中国国际法年刊》，2011 年 

“为何气候变化集体行动是必要的？”，《今日中国》，2010 年第二卷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增长”，在欧盟城市与全球气候变化研讨会上的主旨演

讲，哥本哈根，2009 年 

“中国与世界：机遇与挑战”，在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北京，

2008 年 

“中国的发展，世界的机遇”，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办的讲习班上的主旨

演讲，2004 年 

“外层空间法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法年刊》，2003 年 

“世纪之交国际法发展演变的动态与趋势”，《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2002 年 

“世纪之交空间法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航天》，2000 年第 9、10 期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与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纪念国际法委员会成立50周年，

联合国出版物，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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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国际关系中非法使用武力，”《中国国际法年刊》，1997 年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中国国际法年

刊》，1996 年 

“联合国宪章下的集体安全保障”，《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 年 

“论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当代国际法》，黄炳坤教授主编，香港广角镜出版

社，1988 年 

“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法律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 

“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经费问题之法律探讨”，《中国国际法年刊》，1987 年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若干法律问题”，《法学评论》，1986 年第 3 期 

“国际法研究中的若干新问题”，《法学》，1986 年第 10 期 

“对传统的领土取得理论的重新评价”，《法学季刊》，1986 年第 4 期 

“侵害外国人权益的国家责任”，《武汉大学学报》，1986 年特刊第 1 期 

 "联合国宪章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外法学》1986 年第 4 期 

“影响联合国决议的诸种因素”，《法学评论》，1984 年第 2 期 

“现代国际组织的表决制度”，《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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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贾洛(Charles C. Jalloh)(塞拉利昂) 

[原件：英文] 

2016 年 5 月 25 日塞拉利昂共和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本提名根据国际法委员会规程提交，尤其是第 2 条第 1 项，其中规定国际法委员

会由“公认能够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组成。贾洛教授具有国际法特别是国际经济

法、国际刑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条约法方面的深厚学识。他

是全球知名的国际刑法专家，在非洲适用这一不断演变的法律体系方面尤其如此。

除了担任受人敬重的两份同行评审期刊的创始主编外，他还在国际法领域的一些

主要学术期刊上广泛发表文章，并编辑和撰写了由顶级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几本著

作。 

贾洛教授不仅从事国际法方面的科学研究，还是执业律师，为加拿大司法部、塞

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提供与

国际法问题相关的咨询意见。此外，他在世界各地的主要院校广泛讲授国际法，

还为政府和国际组织包括最近为非洲联盟提供咨询服务。因此，贾洛教授是位受

人尊敬的非洲法学家，具有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经验，相得益彰，能有效地为国

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作贡献。 

塞拉利昂共和国十分重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而且作为这一联合国伟大机构制

定的许多条约的签署国，珍重它为建立一个遵循规则的国际法律秩序作出的历史

性贡献。 

此外，贾洛教授的候选人资格符合国际法委员会规程第 8 条，其中规定，当选人

不仅要各具必要资历，而且国际法委员会全体当确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

法系。贾洛教授在塞拉利昂、加拿大、联合王国和荷兰接受普通法和民法方面的

法律传统教育，在代表世界主要法系时可谓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多样化于一身。 

鉴于上述情况，并由于塞拉利昂坚定致力于遵循规则的国际法律秩序，塞拉利昂

共和国政府相信，贾洛教授一旦当选，定会为国际法委员会下一个五年期的工作

作出显著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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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查尔斯·贾洛教授 

塞拉利昂提名的国际法委员会人选 

2016 年 10 月选举 

本陈述表明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提名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参选国

际法委员会委员的人选查尔斯·贾洛教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名望。总而言之，

如下文以及他的简历和生平摘要(两者分别提供)强调的，贾洛教授具有国际法领

域的杰出学术和专业背景。因此，他完全符合国际法委员会法规第 2 和 8 条规定

的标准。基于下述所有理由，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完全相信他将在下一个五年期

(2017 年至 2022 年)期间，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资质要求：根据国际法委员会规程第 2 条第 1 项，委员会“应由三十四人组成，

各委员应为公认能够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此外，根据同条第 2 项，“委员会委

员不得有两人为同一国家的国民。” 

候选人的资质：贾洛教授符合规程第 2 条的规定。首先，作为一名杰出的非洲学

者和国际法工作者，他具有国际法方面的公认能力，其证明就是他撰写、编辑或

合著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全球知名的若干国际法出版社出版的 10 本书。他编

辑了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书，2013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精装本，

2015 年出版平装本。该书被誉为关于塞拉利昂问题法庭遗产和对国际法发展作贡

献的“开创性”“主导”著作。他还撰写或合著了 50 余篇论文、著作章节、文章

和评论。除此之外，他的法律评论文章还入选在国际法领域的一些顶级学术期刊

上刊出，如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Criminal Law 

Forum,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和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贾洛教授在法学造诣上力求理论结合实践，但他的国际法专业知识远远超越学术

殿堂。他作为律师或律师助理，在司法部(加拿大渥太华)从事有关世界贸易组织

(瑞士日内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华盛顿特区)；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塞拉

利昂弗里敦和荷兰海牙)；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坦桑尼亚阿鲁沙)和

国际刑事法院(荷兰海牙)的国际法案件工作。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2007 年在当

代国际刑事法院受理的涉及前国家领导人的其中一起最重要的审判中，贾洛教授

是法院指定的值班律师。他出色地履行了职责。最近，2015 年 10 月，贾洛教授

荣幸地应邀在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的诉讼程序中代表非洲联盟，是其第一个法

庭律师。 

他尤其精通与国际刑事和人道主义法有关的问题以及与非洲适用国际法的有关

问题。他应邀在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主题演讲、讲座，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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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的评论员或讨论人，足以证明他是这方面主题的知名专家。7 年中，他

在三大洲若干国家作了 60 多个讲座，包括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塞拉利昂大

学的福拉湾学院、马克尼大学法学院和塞拉利昂国际法研究所。他除了在塞拉利

昂以及东非、西非和南部非洲地区继续从事本职工作外，还在国际一级开展工作，

重点包括应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邀请，作为非洲唯一的一位独立专家参加 2013 年 4

月联合国会员国就国际刑事司法举行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题辩论。应国际刑事法

院首席检察官的邀请，他还于 2013 年 3 月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作危害

人类罪的讲座。2013 年 11 月，罗马规约非洲缔约国集团提名他作为独立学界人士

参加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上就非洲关切的问题进行的 5 小时互动辩论。

贾洛教授还是非洲联盟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无偿顾问，于 2014 年 5 月参加了 8 个不

同主题的非盟条约定稿工作。他还应邀在美国国务院和加拿大司法部讲授国际法。  

贾洛教授曾荣获表彰其卓越成就的各种学术荣誉、奖品和奖学金。在这方面，他

被评为布坎南英格索尔和鲁尼学院学者(2013-2014 年)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2015

年杰出学者。他获得各种组织提供的许多研究经费，包括开放社会基金会。目前

该基金会正在支助他重点研究非洲国际法问题的一些项目。 

此外，他先后担任过足以表现其专业知识的重要职务，例如，在美国国际法学会

担任国际刑法兴趣小组共同主席这一重要职务，长达 3 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庭长咨询小组成员若干年；国际律师协会战争罪行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成

员。最近，他是国际法协会美国分会向国际法互补委员会提名的仅三位学者中的

一个。此后，他被任命为这一久负盛名的由世界各地 35 名顶级法律专家组成的

国际小组的报告员。 

此外，他坚信促进全球学术对话，是受人敬重的两个欧洲出版社出版的两份同行

审议期刊的创始总编：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和 the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前一份期刊是思考讨论非洲大陆存在的法律、公共

政策和社会变化等错综复杂问题的主要论坛。这些刊物在他的倡导下创刊，力求

为研究切合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善治和国际法问题开创学术空间。 

国籍：贾洛教授是塞拉利昂公民，在北方省出生和成长，在那里行使公民权和政

治权。国际法委员会现任委员无一来自塞拉利昂。塞拉利昂也未曾提名过任何人。

因此，当选后不会与规程第 2 条第 2 项的要求冲突，其中规定委员会委员不得有

两人为同一国家的国民。 

区域平衡：塞拉利昂政府回顾，国际法委员会现有 34 名委员的任期将于 2016 年

12 月届满。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并按照规程和 1981 年 11 月 18 日大会第 36/39

号决议，至少有 8 名委员，我们希望贾洛教授将是其中的一个，应是非洲地区国

家的国民。在此意义上与该规定相符。 

http://undocs.org/ch/A/RES/36/39
http://undocs.org/ch/A/RES/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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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贾洛教授候选人资格的一个先决条件，但非洲联盟成员国已在 2016 年 1

月底核可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的 5 名候选人，还可再提出 3 名候选人。希望非洲联

盟在 2016 年 6 月/7 月举行基加利峰会期间，支持贾洛教授的候选人资格。 

代表主要法系：规程第 8 条规定，“选举人务须念及当选人应各具必要资历，并

应体顾委员会全体当确能代表世界各文化及各主要法系。”我们已在前几节中表

明，贾洛教授拥有胜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所需的必要资格和经验。 

现在转而讨论国际法委员会全体代表世界各主要法系的问题。塞拉利昂共和国政

府或可指出，我们提名的人选除了包括牛津大学(他在那里以国际人权法优异硕

士学位毕业)在内的其他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以外，还在魁北克蒙特利尔麦吉尔大

学这所加拿大一流大学接受普通法(拥有普通法学士学位)和民法(拥有民法学士

学位)的培训。麦吉尔大学是世界上广泛公认的司法和法律双培训全球先锋。因

此，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规程第 8 条的法定条文，该候选人在普通法和民法方面

的培训外加其在国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普遍认为是两个系统的混合体)以及国

际经济法方面的实践经验表明他能很好地代表世界上两大法系，并进一步为其带

来多样性。 

因此，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坚信，如上文和随附的简历表明，贾洛教授不仅具有

技术能力，而且对国际法充满激情，能对国际法委员会履行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

法的关键任务作出切实的贡献。 

学历 

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博士，2016 年 10 月，荷兰阿姆斯特丹。 

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国际人权法硕士学位，2007 年 7 月，英国牛津 

荣誉：以优异成绩毕业；排名 4/18；志奋领学者，2006-2007 年。 

麦吉尔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民法学士，2002 年 5 月，加拿大蒙特利尔 

荣誉：麦吉尔发展地区研究中心学生研究员，2000 年；助理研究员，2001

年(因优胜而获奖) 

活动：当选共同主席，国际法学会，2000-2001 年。 

圭尔夫大学社会与应用人文科学学院，国际发展研究文学士，2001 年 10 月，

加拿大圭尔夫 

荣誉：院长荣誉名单(班级前 10％)；Mary I. Whitelock 奖 

活动：当选理事会成员，在大学理事会代表学院； 

每周国际问题广播节目的协办人/联合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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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学经历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院 

国际法教授 2014 年 6 月至今 

奖项：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顶级学者奖，2015-2016 年；2014 年获终身教授资格。 

所教课程：国际法和比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高级刑事诉讼法、合

同法、侵权法。 

服务：奖学金委员会；法学硕士招生委员会；讲师评审委员会(2015-2016 学

年任主席)。 

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院 

法学助理教授 2009 年 7 月至 2014 年 

奖项：布坎南英格索尔和鲁尼学院学者，2013-2014 年。 

所教课程：刑法、国际法、国际刑法。 

服务：任命委员会(2009-2010 年)；教师指导委员会(2010-2011 年)；座谈会

委员会(2010-2012 年)；学术标准和申诉委员会(2012-2013 年)。2014年一致

表决通过给予终身教授资格。 

学术与专业客串经历 

 牛津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人权法暑期课程讲师，英国牛津大学，

2015 年夏。 

 西南法学院温哥华暑期课程客座教授，加拿大温哥华，2013 年夏。 

 国际法研究所非洲法律卓越中心讲师，乌干达坎帕拉，2012 年夏。 

 国际刑事法院来访专业人员，荷兰海牙，2011 年夏。 

 比勒陀利亚大学法学院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研究员，南非比勒陀

利亚，2011 年夏。 

 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法学院雷诺纳贝斯克杰出访问教授，2010年秋。 

法律执业经历 

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坦桑尼亚阿鲁沙 

协理法律干事，分庭支助科 

第一审判分庭法官律师助理 

2007 年 12 月至 200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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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国际刑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刑法和诉讼法；参与起草多名被告的种族

灭绝罪要案审判意见，包括检察官诉 Théoneste Bagosora 等人；检察官诉

Tharcisse Renzaho；检察官诉 Ephrem Setako 等案。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 

荷兰海牙；塞拉利昂弗里敦 

首席辩护人办公室法律顾问 

2005 年 9 月至 2007 年 11 月 

首席辩护人办公室主任，海牙分处；出席第二审判分庭审理；起草动议/书

状；提供关于比较刑法、刑事诉讼法、武装冲突法、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

方面的咨询意见。 

加拿大司法部 

加拿大渥太华 

外交和国际贸易部贸易法局法律顾问；加拿大司法部战争罪科法律顾问 

2003 年 5 月至 2005 年 9 月 

起草法律意见书；就国际犯罪的多辖区调查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与加拿大皇

家骑警联络；协助加拿大给其他国家的司法互助条约请求。 

部分出版物 

1. 编辑的著作、参考书和专论 

 Charles C. Jalloh, THE LEGAL LEGACY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Cambridge, 将于

2017 年出版)。 

 Linda M. Carter, Mark S. Ellis and Charles C. Jallo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AN EFFECTIVE GLOBAL 

JUSTICE SYSTEM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Cheltenham,将于 2016 年出

版)。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4: 

PROSECUTOR V. SESAY, KALLON AND GBAO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将于 2016 年出版)。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3: 

PROSECUTOR V. CHARLES G. TAYLO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Sept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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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C. Jalloh and Alhagi Marong, eds.,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FOR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AFRICA: ESSAYS IN HONOR OF 

PROSECUTOR HASSAN B. JALLO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June 2015).  

 Charles C. Jalloh and Olufemi Elias, eds.,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June 2015). 

 Charles C. Jalloh, ed., THE SIERRA LEONE SPECIAL COURT AND ITS 

LEGACY: THE IMPACT FOR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Cambridge, 精装本2014年1

月; 平装本 2015 年 7 月)。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2: 

PROSECUTOR V. NORMAN, FOFANA AND KONDEW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14). 

 Charles C. Jalloh and Thomas Jada, THE CRIMINAL LAW OF SOUTH 

SUDAN (IDLO, Rome, 2013). 

 Charles C. Jalloh and Simon Meisenberg, eds., THE LAW REPOR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VOLUME 1: 

PROSECUTOR V. BRIMA, KAMARA AND KANU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12). 

 Charles C. Jalloh, ed., CONSOLIDATED LEGAL TEXT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07). 

2. 同行审议期刊和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ppeals Chamber, Prosecutor v. William Ruto, Decision on Appeal of 

Subpoena to Keny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9, No. 3 (July 2015) pp. 610 -616 (同行审议)。 

 Charles C. Jalloh,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Charles Taylor Case,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 43, 

No. 3 (May 2015) pp. 229-276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A Defense Perspective,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47, No. 3 

(June 2014) pp. 765-824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Reflections on the Indictments of Sitting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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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ciliation in Africa, 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7, No. 1 (March 2014) pp. 43-59.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ppeals Chamber Judgment in Prosecutor v. Charles Ghankay Taylo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8, No. 1 

(January 2014) pp. 58-66 (SSRN 下载前 10 名)。 

 Melinda Taylor and Charles C. Jalloh, Provisional Arrest and Incarce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SANTA CLA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No. 2 (2013) pp. 303-334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Prosecuting those Bearing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The Lesson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MARQUETTE LAW 

REVIEW, Vol. 96, No. 3 (2013) pp. 863-911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What Make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8, No. 2 (2013) pp. 381-441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Kenya vs. The ICC Prosecutor,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NLINE, Vol. 53 (August 2012) pp. 

269-285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Does Living by the Sword mean Dying by the Sword?, 

PENN STATE LAW REVIEW, Vol. 117, No. 3 (2012) pp. 707-753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Judgment on the Appeal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Against Pre-Trial 

Chamber Decision Denying Inadmissibility of the Kenya Sit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6, No. 1 

(January 2012) pp. 118-125. 

 Charles C. Jalloh,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llision 

Course or Cooperation?, NORTH CAROLINA CENTRAL LAW REVIEW, 

Vol. 34, No. 2 (2012) pp. 203-229. 

 Charles C. Jalloh,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chieving Justice?,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2, No. 3 

(Spring 2011) pp. 395-460 (lead article;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ecision on the Authoriz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eny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5, No. 3 (July 2011) pp. 540-547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Dapo Akande and Max du Plessis, Assessing the African 

Union Concerns About Article 16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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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Court, 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4, No. 

1 (March 2011) pp. 5-50 (同行审议;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International Decision,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Michelot Yogogombaye v. Republic of Senegal,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4, No. 4 

(October 2010) pp. 620-628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Universal Jurisdiction, Universal Prescriptio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African Union Perspective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 CRIMINAL LAW FORUM, Vol. 21, No. 1 (March 2010) pp. 

1-65 (lead article;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Reg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9, No. 3 (July 2009) 

pp. 445-499 (同行审议; lead article;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5, No. 2 

(September 2007) pp. 165-207 (lead article; SSRN 下载前 10 名)。 

 Vincent O. Nmehielle and Charles C. Jalloh, The Legacy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30, No. 2 (May 2006) pp. 107-124. 

3. 同行审议的著作章节 

 Charles C. Jalloh, Towards Greater Synergies between Courts and Truth 

Commissions in Post-Conflict Contexts: Lessons from Sierra Leone, in Meg 

deGuzman & Diane Amann, eds., ARCS OF GLOBAL JUSTICE: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A. SCHAB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将于 2016 年出版)。 

 Charles C. Jalloh, Charles Taylor, in William Schabas,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Y, 2016) pp. 312-332. 

 Alhagi B.M. Marong and Charles C. Jalloh, Transfer of Cases Under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CTR and Lessons Learned for the ICC, in Charles C. 

Jalloh and Alhagi Marong, eds.,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FOR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AFRIC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15) pp. 407-439. 

 Charles C. Jalloh and Andrew Morg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es in Rwanda and Sierra Leone: Lessons for Liberia, in Charles C. 

Jalloh and Olufemi Elias, eds.,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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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Boston, 2015) pp. 447-512. 

 Charles C. Jalloh,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 M. Cherif Bassiouni, ed.,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tersentia, 

Antwerp, 2015) pp. 589-616 (约稿)。 

 Charles C. Jalloh,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in Jalloh, ed., THE SIERRA LEONE SPECIAL COURT AND ITS 

LEGACY: THE IMPACT FOR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Cambridge) pp. 

1-22. 

 Charles C. Jalloh, Prosecuting Those Bearing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in Jalloh, ed., THE 

SIERRA LEONE SPECIAL COURT AND ITS LEGACY: THE IMPACT 

FOR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Cambridge) pp. 589-623. 

 Charles C. Jalloh, A Positive (Not Perfect) Legacy, in Jalloh, ed., THE 

SIERRA LEONE SPECIAL COURT AND ITS LEGACY: THE IMPACT 

FOR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Cambridge) pp. 770-775. 

 Charles C. Jalloh, (Re)Defin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for a Jus Post 

Bellum World, in Larry May and Elizabeth Edenberg, eds., JUS POST 

BELLU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3) pp. 113-151 (约稿;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Use of Assigned, Standby and 

Amicus Counsel, in Linda Carter and Fausto Pocar, e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THE INTERFACE OF 

CIVIL AND COMMON LAW LEGAL SYSTEM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13) pp. 125-165 (约稿;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and Amy DiBella, Equality of Arm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ontinuing Challenges, in William A. Schabas et al.,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RITICAL PERSPECTIVES (Ashgate Publishing, 

Farnham, 2013) pp. 251-288 (约稿; SSRN 下载前 10 名)。 

 Charles C. Jallo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n Trial, in Chile 

Eboe-Osuji, ed., PROTECT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 HONOUR OF 

NAVANETHEM PILLAY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Boston, 2010) pp. 

47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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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hagi Marong, Charles C. Jalloh and David Kinnecome,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at the ICTR: Should the Tribunal Refer Cases to Rwanda?, 

Emmanuel Decaux et al., eds., FROM HUMAN RIGHTS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STUDIES IN HONOUR OF AN 

AFRICAN JURIST, THE LATE JUDGE LAITY KAMA (Martinus Nijhoff 

Brill, Leiden/Boston, June 2007) pp. 159-201 (约稿)。 

4. 文选和意见社论 

 Charles C. Jalloh, Kenya Should Reconsider Proposed Withdrawal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JURIST LEGAL NEWS SERVICE, 可查阅：

http://www.jurist.org/forum/2013/09/charles-jalloh-kenya-icc.php 

(September 13, 2013). 

 Charles C. Jalloh, The Verdict(s) in the Charles Taylor Trial, JURIST 

LEGAL NEWS SERVICE, 可 查 阅 ： http://jurist.org/forum/2012/05/ 

charles-jalloh-taylor-verdict.php (May 14, 2012). 

 Charles C. Jalloh, Scheduling Judgment Day:  Ending the Charles Taylor 

Trial, JURIST LEGAL NEWS SERVICE, 可查阅：http://jurist.org/forum/ 

2012/03/charles-jalloh-scsl-judgment.Php (March 29, 2012). 

 Charles C. Jalloh, A Date with Justice: Mugesera’s Inevitable Deportation 

from Canada, JURIST LEGAL NEWS SERVICE, 可查阅：http://jurist.org/ 

forum/2012/01/charles-jalloh-mugesera.php (January 16, 2012)。 

 Charles C. Jalloh, (Re)Writing History After Rwanda's Genocide: A 

Response to Peter Erlinder, JURIST LEGAL NEWS SERVICE, 可查阅：

http://jurist.org/forum/2010/08/rewriting-history-after-rwandas- 

genocide-a-response-to-peter-erlinder.php (August 31, 2010)。 

 Charles C. Jalloh, Kenya’s Dangerous Dance with Impunity, JURIST 

LEGAL NEWS SERVICE, 可 查 阅 ： http://jurist.law.pitt.edu/forumy/ 

2009/08/kenyas-dangerous-dance-with-impunity.php (August 18, 2009)。 

部分特邀讲座和演讲 

 讨论嘉宾,“Africa and the ICC: Mis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frican Justice Mechanisms and their Interpla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and Africa Group 

for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South Africa, March 19-21, 2016。 

 讨论嘉宾, “Crimes Without Borders: In Search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acific McGeorge School of Law Global Center 

Symposium, Sacramento, California, March 4, 2016。 

 讨论嘉宾 , “The Role of ISI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Coherence or Chaos,” Canadia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 Ottawa, Canada, November 5, 2015。 

http://jurist.org/forum/2012/05/
http://jurist.org/forum/%202012/03/
http://jurist.org/forum/%202012/03/
http://jurist.org/
http://jurist.law.pitt.edu/forumy/%202009/08/
http://jurist.law.pitt.edu/forumy/%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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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 “Africa and the ICC”, Canadian Dept. of Justice, Ottawa, Canada, 

November 6, 2015。 

 讨论人 , “International Experts’ Meeting on the Illegal Use of Force: 

Reconceptualizing The Laws of War,”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St. Louis, 

Whitney Harris World Law Institute, St. Louis, Missouri, September 11-12, 

2015。 

 国际人权法基本原理全会讲座,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s a Contest 

between Two Historic Moments,”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K, July 28, 

2015。  

 演讲人, “The Sierra Leone Special Court and Its Legacy for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exington, Virginia, 

April 13, 2015。   

 讲座 , “The African Criminal Cour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exington, Virginia, April 13, 

2015。   

 客座讲师,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s,”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Course 126, NATO Defense College, Rome, Italy, March 

16, 2015。 

 讨论嘉宾, “Expanding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Peace Palace, The Hague, Netherlands, 

February 11, 2015。 

 讨论嘉宾, “The Case for Positiv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ACC and 

the ICC,” Conference/Expert Meeting: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ague Institute for Global Justice and Grotiu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Leiden University, The Hague, 

Netherlands, December 11, 2014。  

 演讲人 , “Regional Approaches to Transnational Crime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Conference on Trans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rimes, 

Amsterdam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nd 

T.M.C. Asser Institute, The Hague, Netherlands, December 5, 2014。 

 主旨演讲人 , “The African Criminal Court,” Geographies of Justice 

Conferenc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Addis Ababa, Ethiopia, 

November 20, 2014。 

 开幕全会讨论嘉宾小组主持人，“Children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Georgia School of Law, Athens, Georgia, 

October 28, 2014。 

 演讲人, “The Role of NGO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High Level 

Meeting on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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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Higher Studies of the Criminal Sciences, 

Siracusa, Italy, September 7, 2014。 

 主旨演讲人, “The Impac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University of Oslo, Faculty of Law, Oslo, 

Norway, August 28, 2014。 

 Buchanan Ingersoll Rooney 讲座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with National Jurisdictions: Lessons for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Buchanan Ingersoll and Rooney PC,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June 27, 2014。 

 特邀独立专家, 非洲联盟委员会法律顾问办公室第一个法律事务专门

技术委员会，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2014 年 5 月 5 日至 9 日。  

 主旨演讲人, “Africa,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ague Institute of Applied Legal Sciences,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y 23, 2014。 

 讨论嘉宾和共同召集人, “The Lessons of Rwanda: 20 Years After the 

Genocide,” FIU College of Law, Miami, Florida, April 8, 2014。 

 特邀演讲人,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联合国法律事

务厅, New York, New York, February 13, 2014。 

 特邀演讲人, “Sierra Leone Special Court and Its Legac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Cleveland, Ohio, February 10, 2014。 

 特邀专家, “Brainstorming Session on the Broad Area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eace,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Africa,” 

African Union, Office of the Legal Counsel, Addis Ababa, Ethiopia, 

December 16-17, 2013 (34 位非洲大使开会制定政策选项，供非洲国家元

首在其 2014 年 1 月的峰会正式决定中采纳；是参加会议的两名“独立专

家”之一)。 

 讨论嘉宾 ,“Interactive Debat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as Requested by the African 

Un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November 27, 2013 (是参加国际刑事法

院 122 个会员国第一次互动辩论的两位学者中的一个；获非洲缔约国国

一致提名，作为“非洲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关系的公认专家”参加)。 

 演讲人,“The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Charles Taylor Trial,” University of 

Makeni School of Law, Makeni, Sierra Leone, October 25, 2013. 

 演讲人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eptember 20, 2013. 

 演讲人,“The Meaning of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Chicago, Illinois, April 2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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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联合国法律顾问 Patricia O’Brien 作主旨演讲,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Conference,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United Kingdom, April 

12, 2013。 

 演讲人,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nd African States,”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07th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April 5, 2013。 

 演讲人, “The Security Council & Justice,” St. Andrews University, Scotland, 

March 22, 2013。 

 讨 论嘉 宾 ,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African States”,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Ligh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Emory Law School, Atlanta, Georgia, February 26, 

2013。 

 宣讲论文, “What Make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Guest Lecture Serie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Hague, Netherlands, February 12, 2013。 

 宣讲论文, “Rome Statute Plus or Minus? Assessing the Proposal for an 

African Regional Court to Prosecute International Crimes,” Supranational 

Lecture Series, T.M.C. Asser Institute, The Hague, Netherlands, February 11, 

2013。 

 宣讲论文,“Rome Statute Plus or Minu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t 

Ten Conferenc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Whitney Harris World 

Law Institute, St. Louis, Missouri, November 12, 2012。 

 宣讲论文/讨论嘉宾小组主席,“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Utrecht University,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and Rhodes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The Hague, Netherlands, October 30, 2012。 

 宣讲论文 ,“What Make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Roundtable, Vanderbilt Law School, 

Nashville, Tennessee, September 28, 2012。 

 演讲人,“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Africa,” Symposium on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frica, Yale Law School, New Haven, Connecticut, 

September 14, 2012。 

 宣讲论文,“The Sierra Leone Tribunal’s Legacy,” University of Sierra Leone 

Law School and Sierra Leon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Freetown, 

Sierra Leone, July 27, 2012。 

 会 议 召 集 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sessing the Legal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for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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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tsburgh, PA, April 19-21, 2012. (召集了来自 20 个国家的 70 名学者/执

业人员首次全面评估塞拉利昂问题法庭对非洲和国际法的影响；来自法

学院和其他几个部门的 12 名皮特教师参加)。 

 讨论嘉宾小组主席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Africa,” 

Conference on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Law: Taking Stock and Moving 

Forward, Albany Law School, Albany, New York, April 14, 2012。 

 讨论嘉宾召集人和演讲人,“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06th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March 29, 2012。 

 宣讲论文 ,国际习惯法兴趣小组研讨会 ,“The Meaning of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John Marshall Law School, 

Chicago, Illinois, December 9, 2011。 

 宣讲论文 , 跨学科教师研讨会 ,“Special Court and Jus Post Bellum,” 

Vanderbilt University Law School, Nashville, Tennessee, August 22, 2011。 

 讨论嘉宾 ,“The Trouble with Universal Jurisdictio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Universal Jurisdic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Rwanda, Post-Graduate Program, Kigali, Rwanda, July 12, 2011。 

 讨论嘉宾 , “Transfers under Rule 11bis,” Conference on Closing the 

Impunity Gap: Southern Africa’s Role in Ensuring Justice for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Southern Africa Litigation Center, REDRESS and 

African Rights,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July 1, 2011。 

 宣 讲 论 文 ,“Provisional Arrest and Incarceration,”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War Crime Committee, Workshop on Defense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June 10, 2011。 

 客座讲师 ,“The 1994 Rwandan Genocide: Is there a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 Washington, 

Pennsylvania, April 15, 2011。 

 主持人/共同召集人, 挪威最高法院法官前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

Erik Møse 的特别讲座 , “Reflections on the ICTR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Law,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pril 4, 2011。 

 客座讲师,“Shoul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efer the Indictment of 

President Omar Al Bashir of Suda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Ford Institute for Human 

Security,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January 26, 2011。 

 特邀评论人,国际法和理论教师座谈会,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Law School, St. Louis, Missouri, November 18-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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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研讨会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6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acific McGeorge School of Law, 

Sacramento, California, November 4, 2010。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n Trial,” R.J. Reynolds Distinguished 

Endowed Chair Lecture in International Law,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Law School, Durham, North Carolina, August 19, 2010. 

 教师研讨会,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nd African States”,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Law School, Durham, North Carolina, August 18, 2010。 

 共同主席/共同召集人, International Law Expert Meeting on Article 16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Addis Ababa, Ethiopia, June 19-21, 2010。 

 讨论嘉宾, “Immunity and African States,” Conference on The Al-Bashir 

Arrest Warrant: The World vs. Africa or the African Union vs. the People of 

Africa?, Africa Legal Aid, The Hague, Netherlands, April 26, 2010。 

 演讲人 ,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nference on 

Anticipating and Countering Atrocities in Afric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rlington, Virginia, April 15, 2010。 

 演讲人 , “The African Union, Sudan and the Bashir Arrest Warrant,” 

Symposium on Retribution, Reconciliation, Reparation: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for Darfur, Penn State Dickinson School of Law, Carlisle, 

Pennsylvania, April 5, 2010。 

 讨论嘉宾, “Is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chieving Justice?” 

Roundtable on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Human Rights Cen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Law School, Buffalo, New York, February 

17, 2010。 

 主持人/共同召集人, Special Lecture by U.S. Ambassador-at-Large for War 

Crimes Stephen J. Rapp, on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Law,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January 28, 2010. 

 演讲人, “Africa and the ICC: Collision Course or Cooperati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Section, Canadian Department of 

Justice, Ottawa, Canada, October 15, 2009。 

 教 师研 讨会 ,“Universal Jurisdiction. Universal Prescription?,”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Reserv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Cleveland, Ohio, 

September 24, 2009。 

 特邀参加,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September 9-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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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共同召集人, Hassan B. Jallow 检察官关于“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wanda Tribunal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mpletion”的讲座，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Law,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September 11, 2009。 

 讨论嘉宾,“African Perspectives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 2009 Human 

Rights Summer School, Justice & Human Rights, Complutense University, 

Madrid, Spain, July 14, 2009。 

资助的研究 

1. 由大学资助 

 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院  暑期研究补助金(12 000 美元)2015 年 5 月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院 暑期研究补助金(12 000 美元)2013 年 5 月 

 皮特法学院 暑期研究补助金(9 000 美元)2012 年 5 月 

 皮特法学院 暑期研究补助金(8 500 美元)2011 年 5 月 

 皮特法学院 暑期研究补助金(8 500 美元)2010 年 5 月 

 皮特法学院 暑期研究补助金(8 500 美元)2009 年 5 月 

2. 外部研究补助金 

 Charles C. Jalloh 和 Kamari Clarke, 非洲法院研究计划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 for West Africa,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100 000 美元。再续 246 000 美元，用于第 2 阶段研究(2015-16 年)。   

 Charles C. Jalloh(首席研究员)，匹兹堡大学法学院院长办公室布坎南英

格索尔奖，2013 年 5 月至 8 月, 20 000 美元。  

 Charles C. Jalloh(首席研究员)，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遗产研究项目，

美国国际法学会国际刑法兴趣小组，华盛顿特区，2011年 4月，500美元。 

 Charles C. Jalloh (首席研究员)，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遗产研究项目，

福特人类安全研究所赠款，匹兹堡大学公共国际事务研究生院，2011

年 3 月，20 000 美元。 

 Charles C. Jalloh (首席研究员),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遗产研究项目，

惠普重大影响赠款，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5 000 美元(三等, 2013

年与大学各部门所有申请教师竞争后的唯一获奖人)。 

 Charles C. Jalloh (首席研究员)，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遗产研究项目，

匹兹堡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律教育中心，10 000 美元。 

 Charles C. Jalloh (首席研究员)，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遗产研究项目，

匹兹堡大学法学院院长办公室，2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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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荣誉、奖项和研究金 

 非洲联盟委员会法庭律师，2015 年 10 月在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出庭

(继续留任律师，代表非洲国家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首份法庭辩护状)。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顶尖学者奖，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务长办公室，2015

年 (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务长选中领取该大学顶尖学者奖的 32 名教

师之一)。   

 国际刑法互补委员会提名成员和报告员，国际法协会，联合王国，2014

年至今(国际法协会美国分会提名的三名学者之一)。   

 布坎南英格索尔和鲁尼学院学者，2013-2014 年，匹兹堡大学法学院(由

皮特法学院院长在一番竞争性申请过程后选拔，以支持可能对法律发展

产生“高度影响”的原创研究)。  

 2014年优秀人员奖 New Pittsburgh Courier(从匹兹堡市各地挑选获此荣

誉的前 50名非裔美国人之一)。 

 国际刑事法院非洲成员国提名参加第一个互动辩论，“非洲联盟要求召

开的特别会议：起诉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其对和平、稳定与和解

的后果”，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荷兰海牙，2013 年

11 月。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主席邀请的专家演讲人，演讲“非洲国际刑

事司法的未来”，司法问题讨论嘉宾小组，联合国大会，关于国际刑事

司法的第一次专题辩论，联合国，纽约州纽约市，(参加会议的少数国

际刑法学术专家之一；80 个国家参加这一历史性的辩论，是联合国公

开辩论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2013 年 4月。 

 塞拉利昂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塞拉利昂弗里敦，2012 年 7 月(该称号

给“深入了解非洲国际法”的学者)。   

 志奋领学者，英国外务及英联邦办公室，2006-2007 年(国际人权法硕士

全额学术奖学金，牛津大学，全加拿大各学科竞争后获得)。 

服务和其他专业贡献    

1. 为专业学会服务 

 国际法协会国际刑法互补委员会成员和报告员，2014 年至今。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顾问小组的提名成员，荷兰海牙，

2012-2015 年。 

 战争罪行委员会咨询理事会特邀成员，国际律师协会，英国(2011 年至今)。 

 暴行目击者理事会成员，国际律师协会，英国，2013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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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为国际刑法兴趣小组共同主席，美国国际法学会，美国，2012-2014

年。 

 上加拿大法律学会律师和安大略省上诉法院的律师，加拿大安大略省，

2004 年 6 月至今。 

2. 编辑期刊 

 创始主编,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与 11个国

际出版商合作，创建了新的同行审议期刊(2013 年 11 月签订合同；2015

年发行了 2 期，2016 年计划发行 4 期)。 

 创始主编, 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如今是 Martinus Nijhoff Brill

出版的主要的同行审议多学科期刊，可在 Hein Online、Lexis-Nexis、

ProQuest、Westlaw 等网站上查阅(2004 年至今：每年 1 至 2 期，如今每

年出版 4 期)。  

3. 同行审议和媒体采访 

 应邀为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Africa Legal Aid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enn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出版物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担任同行审议人，并为

Intersentia、Martinus Nijhoff Bril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等出版社评审文稿。  

 经常在媒体上评论国际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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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沃·马塞洛·科恩(Marcelo Gustavo Kohen)(阿根廷)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1957 年 8 月 11 日生于罗萨里奥(阿根廷)，阿根廷公民，瑞士居民，有 4 个女儿，

2 个外孙。 

日内瓦国际问题和发展研究生院国际法教授，国际法学会成员。 

律师(阿根廷国立罗萨里奥大学法律系，1983 年)，国际公法“兼课教师”(阿根廷

国立罗萨里奥大学法律系，1986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颁发的文凭(1990 年)，日

内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政治学博士(国际法领域)(1995 年)(相当于最优异的

学业成绩)。 

1997 年题为 Possession contestée et souveraineté territoriale (Adverse Possession 

and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的著作获

Paul Guggenheim 奖。获罗萨里奥市(阿根廷)市政府颁发的“罗萨里奥市杰出教授”

奖(2011 年)。 

律师顾问和辩护人：⑴ 在提交国际法院的(a) 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归属(马

来西亚/新加坡)一案(2003-2008 年)和(b) 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

律后果问题的咨询意见(2004 年)中代表马来西亚；在(a) 关于航行和有关权利的

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2005-2009 年)、(b)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

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2010 年至今)、(c) 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

建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2011 年至今)和(d)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海洋划

界(2014 年至今)中代表哥斯达黎加；在关于(a) 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 

(2006-2010 年)和(b) 美利坚合众国就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所作司法决定(阿根廷

诉美利坚合众国) (2014 年)这些案件中代表阿根廷；在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

诉哥伦比亚) (案情实质和请求参与诉讼)一案中代表哥伦比亚(2008 年至今)；在科

索沃临时自治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咨询程序中代表塞尔维亚

(2008-2010 年)。⑵ 在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的“ARA Libertad”号案(阿根廷诉加

纳) (2012 年)中代表阿根廷。⑶ 在提交仲裁法庭的 ARA Lzbertad 仲裁案(阿根廷诉

加纳) (2013 年)中代表阿根廷。在国际法问题特别是解决国际争端、豁免、领土

和海事问题上担任若干国家政府的咨询人。 

Fouad Alghanim & Sons Co for General Trading & Contracting, W L L and Mr Fouad 

Mohammed Thunyan Alghanim v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一案的仲裁人(解决

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件 ARB/13/38 号)(2014 年至今)。 

国际法学会协理会员(2007 年)、成员(2013 年) 

国际法学会国家在国际责任事项上的继承委员会报告员(2009 年至今)，国际法协

会国家继承问题委员会共同报告员(2003-2008 年)；“欧洲委员会关于国家豁免方

http://undocs.org/ch/A/RES/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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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国家实践试点项目”共同报告员(2004-2006 年)；阿根廷法律和社会科学国家

科学院成员(学院驻瑞士通讯员)和许多其他学术机构的成员；拉丁美洲国际公法

和国际组织协会秘书长(2000 年)；拉丁美洲国际法学会总干事(2007 年至今)；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南极海生委)绩效审查小组成员(会员国推选)兼主席

(2008 年)；法国国际法协会理事会成员(2008 年至今)。 

罗萨里奥(阿根廷)律师，在区域和联邦法庭上出庭辩护(1983-1985 年)；“助教”

(1984-1985 年 )，任命为罗萨里奥国立大学 (阿根廷 )法学院国际公法讲师

(1985-1987 年)和副教授(1987 年)。日内瓦大学法学院助教(1989-1995 年)和讲师

(1995-1998 年)，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2008 年起为国际问题和发展研究生

院)担任国际法讲师(1995-1998 年)、代理副教授(1998-1999 年)、副教授(1999-2002

年)和教授(2002 年至今)；罗萨里奥国立大学(阿根廷)高级理事会成员(1986-1987

年)；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士(证书)主任(1999-2002 年)；国际问题和发展

研究生院国际法系主任(2007-2009 年)；日内瓦解决国际争议法学硕士理事会成员

(2008 年至今)。 

海德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比较公法和国际法客座研究员学者(1995)；在下列大

学担任客座教授：特伦托大学(法学院，1996 年)、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

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2000 年)、奥尔特加加塞特研究生院(马德里) (国际关系硕士

和国际法博士，2001-2008 年)、马德里孔普卢顿大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硕士，2004

年)和普罗旺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硕士，2005 年)；教授国际法第XXVIII和 XXXV

号课程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里约热内卢，2001 年和 2008 年)，教授

国际法第 VI 号课程 Euro-Mediterranean Bancaja(卡斯特利翁，2002 年)，在海牙国

际法学院第 32 期校外课程授课，金边(2004 年)，在海牙国际法学院授课(2009 年) 

(课程：“La rétroactivité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在联合国编纂司组织的国

际法研究金方案授课(2010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会议法语语言科研究主

任(2002 年)；荣任比利时大学的亨利罗林教席(2003 年)。 

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教授多门与国际法各方面有关的课程并出席许多会议。 

Belg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Colomb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和 the Journal of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Studies 的科学理事会成员。 

主要出版物 

著作 

9. Mélanges en l'honneur du professeur Jean-Michel Jacquet, Le droit d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économiques et privés, Paris, LexisNexis, 2013, 450p. (与 Dolores 

Bentolila 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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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iplomatic and Judicial Means of Dispute Settlement, Leiden, M. Nijhoff, 2013, 

xv+337p. (与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和 Jorge Viñuales 合编)。 

7.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Liber Amicorum Professor 

Christian Dominicé in Honour of His 80th Birthday, Leiden, M. Nijhoff, 2012, 

xxxi+470p. (与 Robert Kolb 和 Djacoba Tehindrazanarivelo 合编)。 

6.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Quest for its Implementation/Le droit international el 

la quête de sa mise en oeuvre Liber Amicorum Vera Gowlland-Debbas(与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合编), Leiden, M. Nijhoff, 2010, xviii+513p。 

5. La promotion de la justice, des droits de l 'homme et du règlement des conflits 

pa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iber Amicorum Lucius Caflisch (编),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6, xxviii+ 1228 p。 

4. Secessio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s ( 编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xxxvi+510p. (平装本：2012 年)。 

3. State Practice Regarding State Immunities (与 Gerhard Hafner 和 Susan Breau 合

编)，Leiden, M. Nijhoff and Council of Europe, 2006, xxviii+ 1100p。 

2. La pratiqu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lloque de Genève(与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和 Gionata Buzzini 合编), 

Paris, Pedone, 2004, 308p。 

1. Possession contestée et souveraineté territoriale Paris, P.U.F. (collection de 

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1997, xxv+582 p. 1997 年获

Paul Guggenheim 奖。 

主要文章、课程、报告和合著篇章 

94. “ State Succession in Matter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Provisional 

Report”,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Session de Tokyo, 2013, vol. 75, 

pp 123-178. 

93. “Is the Internal Waters Regime Excluded from the Um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in Del Castillo, Lilian (编),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Brill, Leiden, 2015, pp. 110-124。 

92. “'Considerations about What is Common' the I C J and Specialised Bodies”, in 

d'Argent P & Combacau, J (编), Considérations sur ce qui est privé essais sur les 

limit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Reflections on what remains private essays on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Liber amicorum Joe Verhoeven, Bruylant 2014, pp 287- 299。 

91. “ The Court's Contribution to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G. Gaja & J. Grote Stoutenburg (编), Enhancing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Leiden, Brill-Nijhoof, 

2014, pp. 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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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Unilateral Secess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Remarks by Marcelo Kohen”,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101st Annual Meeting, Vol. 

107 (April 2013), pp. 216-219. 

89. “ La relation titres/effectivités dans la jurisprudence récent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 de Justice (2004-2012)”, in D Alland et al. (编), Unité et diversité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crits en l'honneur du Professeur Pierre-Marie Dupuy, Leiden, M. 

Nijhoff, 2014, pp. 599-614。 

88. “La portée et la validité des clauses contractuelles exorbitantes de renonciation 

à l'immunité des Etats”, in M. G. Kohen & D. Bentolila (编), Mélanges en l'honneur 

du professeur Jean-Michel Jacquet, Le droit d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économiques 

et privés, Paris, LexisNexis, 2013, pp 201-213。 

87.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 Carty

编),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3p. (与 Bérénice Schramm 合著)。 

86. “Keeping Subsequent Agreements and Practice in Their Right Limits”, in: G. 

Nolte (编),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4-45。 

85. “Le Kosovo entre le droit et la puissance (les questions négligés par l'avis 

consultative de la Cour)”, in: L'Afriqu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vari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Paris, Pedone, 2013, pp 532-547. 

84. “Do Peoples Have Rights in Boundaries' Delimitations?” in: Boisson de 

Chazournes, L., Leb, Ch & Tignino, M. (编), International Law and Freshwater. The 

Multiples Challeng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 2013, pp. 95-122 (与 Mara 

Tignino 合著)。 

83. “Original Title in the Ligh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dgment on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 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朝鲜文),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Territory and Sea, Vol. 4 (Winter, 

2012), pp. 6-35；英文：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 vol. 15, N°2, 

pp.151-171。 

82. “ Interaction between Diplomatic and Judicial Means at the Initiation of 

proceedings”, in: Boisson de Chazournes, L., Kohen, M. & Viñuales, J. (编), Diplomatic 

and Judicial Means of Dispute Settlement, Leiden, M. Nijhoff, 2013, pp. 13-24。 

81.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he Nicaragua 

Judgment”,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 vol. 25, pp. 157-164. 

80. “Decolonisation in Latin America: A Trail-Blazing Role for Decolonisation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Claude Auroi & Aline Helg (编), Latin America, 

Dreams and Legacies 1810-2010,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2, pp. 43-65(与

Katherine Del Mar 合著)。 

79.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Case for 

Codification”, in: Kohen, Marcelo G, Kolb, Robert & Tehindrazanarivelo, Djac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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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
st
 Century Liber Amicorum Professor 

Christian Dominicé in Honour of His 80th Birthday, Leiden, M. Nijhoff, 2012, pp 

161-174。 

78. “Territory, Acquisitio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网络版：www.mpepil.com, 印制版：R. Wolfrum (编),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vol. 

IX, pp. 887-900 (与 Mamadou Hébié合著)。 

77. “Territory, Discovery”,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网络版：www.mpepil.com，印制版：R. Wolfrum (编),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Vol. IX, pp. 

900-904 (与 Mamadou Hébié合著)。 

76. “Territory, Abandonment”,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网络版：www.mpepil.com，印制版：R. Wolfrum(编 ),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vol 

IX, pp. 884-887。 

75. “Conquest”,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网络版：

www.mpepil.com，印制版：R. Wolfrum (编),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vol II, pp. 665-669。 

74. “Memel Territory, Statute, Interpretation of, Case”,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网络版：www.mpepil.com, 印制版：R. Wolfrum (编),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vol. VII, pp. 87-89。 

73. “Article 45”, in Olivier Corten and Pierre Klein (编),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mmentary,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ol. 2, pp 1064-1089(与 Sarah Heathcote 合著)。 

72. “Article 42”, in: Olivier Corten and Pierre Klein (编),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mmentary,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ol. 2, pp. 1015-1030 (与 Sarah Heathcote 合著)。 

71. “Desuetude and Obsolescence of Treaties”, in Enzo Camzzaro (编), The Law of 

Treaties Beyond the Vienna Conventzon Liber Amicorum Giorgio Gaja,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50-359。 

70.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eau dans la jurisprudence 

récent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in: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eau en droit international, Colloque d'Orléans, Paris, Pedone 2011, pp. 

61-78. 

69. “ The Kosovo Advisory Opinion and UNSCR 1244: 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 

vol 24, pp. 109-126 (与 Katherine Del Mar 合著)。 

http://www.mpepil.com/
http://www.mpepil.com/


A/71/83  

 

16-07028 (C) 150/336 

 

68. “There is No Need to chang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t is 

Time for Stressing Accountability”,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and M. G. Kohen 

(编),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Quest for Its Implementation/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a quête de sa mise en oeuvre Liber Amicorum Vera Gowlland-Debbas(与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教授合编), Leiden, M. Nijhoff, 2010, pp. 85-94。 

67. “Secession-A Legal Approach”, in: Walter Kälin et al. (编),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of a Holistic Approa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Leiden, M. Nijhoff, 2010, pp. 3-17。 

66. “L'uti possidetis et les delimitations maritimes”, in: Le process international. 

Liber Amicorum Jean-Pierre Cot, Brussels, Bruylant, 2009, pp. 155-170. 

65. “La contribution de 1'Amérique latine au développement progressif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n matière territorial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2009, No. 139, 

pp. 13-29. 

64. Report of the CCAMLR Performance Review Panel (CCAMLR-XXVII/8) (编兼

合著), Hobart, Conservation of the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CAMLR), 1 

September 2008, XVII+166p。可查阅：http.//www.ccamlr.org/pu/E/00-Prfrm-Review- 

for-public-webpage.pdf。 

63. Aspects of the Law of State Succession, Final Report (co-rapporteur with 

Wladyslaw Czaplinski), in: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f the SeventyThird 

Conference, Rio de Janeiro, 2008, pp. 251-363. 

62. “La création de l'Etat d'Israel à la lumiè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in: I. Buffard, 

J. Crawford, A. Pellet and S. Wittich (编), International Law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Fragmentation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Gerhard Hafner, Leiden, M. Nijhoff, 

2008, pp. 441-454。 

61. “Le Kosovo. un test pour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 in: V. Chetail (编), 

Conflits, sécurité et coopération Liber Amicorum Victor-Yves Ghebali, Brussels, 

Bruylant, 2007, pp. 367-382。 

60. “Sur quelques vicissitudes du droit des peuples à disposer d'eux-mêmes”, in: N. 

Angelet, O. Corten and P. Klein(编), Droit du pouvoir, pouvoir du droit, Mélanges 

offerts à Jean Salmon, Brussels, Bruylant, 2007, pp. 961-982。 

59. “The Decision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Eritrea/Ethiopia Boundary of 13 April 

2002: A Singular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Marcelo G. Kohen (编), Promoting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Liber Amicorum Lucius Caflisch, Leiden, M. Nijhoff, 2007, 

pp. 767-779。 

58. “Article 45”, in: O. Corten and P. Klein (编), Les Conventions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Brussels, Bruylant, 2006, pp. 1667- 

1702。 

http://undocs.org/ch/E/00-Prfrm-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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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L'autodétermination et l'avis consultatif sur le «mur»”, in: P.-M. Dupuy, B. 

Fassbender, M. Shaw and K.-P. Sommermann (编), Commo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Law, Festschrift Christian Tomuschat, Kehl, Engel, 2006, pp. 961-971。 

57. “Article 42”, in: O. Corten et P. Klein (编), Les Conventions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Brussels, Bruylant, 2006, pp 

1593-1614。 

55. “Commentaire (sur 'Le rôle de la pratique dans le droit coutumier')”, in: R. 

Huesa Vinaixa and K. Wellens (编 ), L'influence des sources sur l'unité et la 

fragment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Brussels, Bruylant, 2006, pp. 103-107。 

54.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tate Immunity and Diplomatic Immunity”, in: G. 

Hafner, M. Kohen and S. Breau (编), State Practice Regardmg State Immunities, 

Leiden, M. Nijhoff and Council of Europe, 2006, pp. 48-58。 

53. “The notion of State”, in: G. Hafner, M. Kohen and S. Breau (编), State 

Practice Regarding State Immunities, Leiden, M. Nijhoff and Council of Europe, 2006, 

pp 2-20。 

52. “Article 39”, in: A. Zimmermann, Ch. Tomuschat and K. Oellers-Frham (编),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37-848。 

51. “Introduction”, in: M. Kohen (编), Secessio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0。 

50. “Treaty Law. There is no need for special regimes”, in: A. Zimmermann & R. 

Hofmann (编), Unit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6, pp. 241-246。 

49. “L'avis consultatif définit le cadre juridique du conflit israélo-palestinien”, in: 

Ré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Nations Unies, 

New York, 2005, pp. 73-76. 

48. “La longue marche vers la reconnaissance territoriale de l'autre”, in W. Ossipow 

(编), Israel et l'Autre, Genève, Labor et Fides, 2006, pp. 13-74。 

47. “Terrorismo, Estado y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 C. Molina (编), El Estado 

Reflexiones acerca de sus retos en el Siglo XXI, Bogota, Ed.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2005, pp. 313-334。 

46. "Article 2, paragraphe 1", in Jean-Pierre Cot and Alain Pellet (编),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3rd edition, Paris, Economica, 2005, 

pp. 399-416。 

45. “L'interdiction du recours à la forc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ntre 

pratique et utopie”, in Le devenir du droit international, Rabat, Publications de la 

REMALD, coll. 'Thèmes actuels', no 48, 2004, pp.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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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a relation titres/effectivités dans le contentieux territorial à la lumière de la 

jurisprudence récente”,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4, t. 108/3, 

pp. 561-596. 

43. “Is the Legal Argument for Self-defence against Terrorism Correct?”in: W.P. Heere 

(编), From Goverment to Governance. The Growing Impact of Non-State Actors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egal System, The Hague, Asser Press, 2004, pp. 288-294。 

42. “Recours à la force et valeurs universelles”, in: Società Italian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Ordine internazionale e valori etici, Naples, Ed. Scientifica, 2004, pp. 

27-41, 另见: B. Delcourt, D. Duez and E. Remacle (编), La guerre d'Irak Prélude 

d'un nouvel ordre international?, Bruxelles, P.I.E. -Peter Lang, 2004, pp. 63-76。 

41. “L'administration actuelle de l'Irak: vers une nouvelle forme de protectorat?”, in 

K. Bannelier, Th. Christakis, O. Corten and P. Klein (编), L'intervention en Irak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Pedone, CEDIN Paris I, Cahiers internationaux N°19, 2004, 

pp. 299-315。 

40. “La pratique et la théorie des sourc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in: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a pratiqu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lloque de 

Genève, Paris, Pedone, 2004, pp. 81-111. 

39. “ Création d'Etat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 ,Cours euro-

méditerranéens Bancaja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VI, 2002, pp. 546-635. 

38. “The Use of Force by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Michel Byers and Georg Nolte (编),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7-231。 

37. “Is the US Practice of Using Forc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Law?”, World 

Editorial & International Law, 2003, vol. II, no 1, pp. 8-10. 

36. “La libre 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y su relación con el territorio”, in: Z. Drnas 

de Clement and M. Lerner (编),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Ernesto J. Rey Caro, Cordoba (Argentina), Lerner, 2002, pp. 859-872。 

35. “Les controverses sur la question du 'terrorisme d'Etat'”, in: K. Banneher et al. 

(编), Le droit international face au terrorisme. Paris, Pedone, CEDIN Paris I, Cahiers 

internationaux N°17, 2002, pp. 83-93。 

34. “El individuo y los conflictos territoriales”, in: O.E.A., Comité Jurídico 

Interamericano, Curs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2001, vol. XXVIII, pp. 425-460. 

33. “Europe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Law. Past and Present”, in: Henryk 

Kierzkowski (编),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Londres, Palgrave, 2002, pp. 87-103。 

32. “Les questions territoriales dans l'arrêt de la C.I.J. du 16 mars 2001 en l'affaire 

Qatar c. Bahrein”,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2, t. 106, pp. 295-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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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a contribución de América Latina al desarrollo progresivo del der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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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在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宣讲领土争端中权利来源和有效控制之间的关系(法

语)，占领地保有原则与海域界线(英文)，国家惯例在国际法形成中的作用(西班

牙文，即出)。可查阅：http://www.un.org/law/avl/ 

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并接受采访。 

更多信息可查阅个人网页： 

http://graduateinstitute.ch/home/study/academicdepartments/international-

law/people/resources/prof_kohen.html 

地址：The Graduate Institute, P.O.Box 136, 1211 Geneva 21, Switzerland 

电邮：marcelo.kohen@graduatemstltute.ch 

  

mailto:marcelo.kohen@graduatemstltu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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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洛德金(Roman Anatolyevitch Kolodkin) 

(俄罗斯联邦) 
 

[原件：英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 年 7 月 29 日，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列宁格勒市 

国籍 俄罗斯联邦 

婚姻状况 已婚，两个儿子 

学历  

1986 年 法学博士生，国际法专业；论文题目：“联合国大会的建议性

决议所体现的国际建议性规范”，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学院，国

际法专业 

1982-1985 年 研究生，莫斯科国立大学 

1982 年 莫斯科国立大学优秀毕业生，获国际法学位 

现职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司长 

2009-2015 年 

 

俄罗斯联邦驻荷兰王国大使 

俄罗斯联邦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 

2015 年至今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2009 年至今 国际法学会联系会员 

国际法委员会  

2003-2011 年、 

2015 年至今 

委员 

2008 年 第六十届会议第一副主席 

2006 年 第五十八届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 

2005 年 第五十七届会议第二副主席 

外交职衔 特命全权大使 

曾任职务  

公务员  

2001-2009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委员会成员 

1997-2001 年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 

1994-1997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副司长  

1992-1994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法律司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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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2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助理兼人事主管 

1990-1991 年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议会)共和国间关系委员会，法律干事 

1986-1990 年 苏联海运部对外关系司国际组织处和对外经济关系处，法律干

事 

主要专业经历  

公务员  

2010-2015 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关于禁止

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

国大会届会，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 

2013 年 俄罗斯代表团与美国就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举行谈判的

法律顾问 

2008-2011 年 在国际法院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

件(格鲁吉亚诉俄罗斯联邦)的诉讼中(与 K.G.Gevorgian 一道)

担任俄罗斯联邦的代理人 

2003-2010 年 俄罗斯与挪威关于巴伦支海和北冰洋海洋划界谈判的俄罗斯

代表团团长 

2004-2009 年 独立国家联合体各成员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协商委员会中的

俄罗斯联邦代表 

2003-2004 年 里海国家里海法律地位问题会议，俄罗斯联邦副代表 

 联合国大会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俄罗斯

代表团团长 

 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就国家边界双边条约进行谈判的俄罗斯

代表团法律顾问 

2002-2009 年 (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问题法律顾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代表 

 参加联合国大会常会的俄罗斯代表团副代表；联合国大会第六

委员会的俄罗斯联邦代表 

2002-2004 年 俄罗斯联邦政府就 2001 年 10 月俄罗斯一架图 154M 喷气式飞

机在黑海上空坠毁所涉问题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所设立的机构

间委员会副主席 

2002 年 与罗马尼亚就《双边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进行谈判的俄罗斯

代表团法律顾问 

 参加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 

1997-2001 年 俄罗斯联邦代表和副代表，参加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欧洲经

济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气象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内的政府间会议和专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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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作为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保存国

的瑞士政府举办的会议 

1996 年 (欧洲委员会)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俄罗斯联邦代表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副团长 

 俄罗斯与罗马尼亚就双边条约清单问题政府间议定书举行谈

判的俄罗斯专家代表团团长 

1995 年 大会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特设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 

1994-1997 年 大会第六委员会和 1994 年《宪章》特别委员会，俄罗斯代表

团成员 

1994 年 就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保障问题谅解备忘录举行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顾问 

1993-1994 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会议，俄罗斯代表团法律专家 

1993 年 为协助编写国家执行《化学武器公约》手册而设立的国家执行

《化学武器公约》问题法律专家委员会成员 

1991-1997 年 独立国家联合体政府间会议和专家会议，俄罗斯代表团法律专

家 

1990-1991 年 与立陶宛共和国就合作开发加里宁格勒地区政府间协定和协

助从 Mažeikiai(立陶宛)向 Vsevolozhsk(俄罗斯联邦)安置国民

问题政府间协定举行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专家 

 与爱沙尼亚共和国就俄罗斯联邦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国家间关

系条约进行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法律专家 

1989-1990 年 出席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大会和理事会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法律

专家 

国际法委员会  

2007-2011 年 特别报告员，题目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向委员

会提交了初步报告(2008 年)、第二次报告(2010 年)和第三次报

告(2011 年)) 

学术活动  

2014 年至今 欧亚国际法学会科学委员会成员 

2002-2009 年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国际法系，国际法专业，教授 

 莫斯科国立大学、外交部外交学院和莫斯科国立法律学院客座

讲师 

2008 年至今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副会长 

2004 年至今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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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莫斯科国立大学兼职讲师 

1990-1991 年 莫斯科国立法律学院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兼职讲师 

1987 年至今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年鉴(Ежегод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编辑委员会成员 

1982 年至今 俄罗斯国际法协会成员 

 

主要出版物 

– “ Immunity of State and of Officials Thereof in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Best in the West'. Educator, Jurist, 

Arbitrator. Liber Amicorum in Honour of Professor William Butler. Ed. By 

Natalia Iu. Erpyleva and Maryanne E. Gashi-Butler, Wildy, Simmonds & 

Hill, Publ., 2014(“国际法院判决中国家和官员的豁免”。收录于：《西方

最优秀的教育家、法学家和仲裁员：威廉·巴特勒教授正传》。编者：

Natalia Iu. Erpyleva 和 Maryanne E. Gashi-Butler, Wildy, Simmonds & Hill

出版社，2014 年)； 

–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Россия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защит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Учебник под ред. Б.Р. Тузмухамедова, 4-е изд., 

Изд-во «НОРМА ИНФРА-М», M.2014)(“论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俄罗

斯与国际法”；“外交保护”。收录于《国际法手册》。编者：

B.R.Tuzmukhamedov，第四版，“NORMA INFRA-M”出版社，2014 年，

莫斯科)；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морское право. Статьи памяти А.Л. Колодкина.国际海

洋法。《纪念阿纳托利·科洛德金先生随笔集》。Сост. Р.А. Колодкин, 

С.М. Пунжин, Москва: «Статут», 2014 年(R.A.Kolodkin 和 S.M.Punzhin

编纂。Statut 出版社，2014 年，莫斯科)； 

– «Договор с Норвегией: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е дл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俄语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2011 年，M．,No.1(“与挪威的条约：划界合作”，

Mezhdunarodnaya Zhizn，2011 年第 1 期，莫斯科)； 

– «Иммунитет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 иностранной уголовной 

юрисдикции»(俄语),Юрист-международник № 3, Москва, 2005(“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国际律师》，2005 年第 3 期，莫斯科)； 

–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 View from Russia”. In: Towards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Issues in the Legal Ordering of the World 

Community. Ed. by Ronald St. John McDonald and Douglas M. Joh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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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 Boston, 2005(“国际法不成体系？俄

国的观点”。收录于《走向世界宪政：国际社会的法律秩序问题》。编者：

Ronald St. John McDonald 和 Douglas M. Johnston, Martinus Nijhoff 出版

社，2005 年，波士顿 Leiden)； 

– «Проект конвенции о борьбе с табаком»( 俄 语 ), Р.А. Колодкин, 

М.В. Мусихин, Москов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 4, 

2001(“烟草管制公约草案”，《莫斯科国际法杂志》，R.A.Kolodkin，M.V. 

Musikhin，2001 年第 4 期)； 

– «Дискуссия по поводу проекта стату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уголовного 

суда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комитете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俄语), Москов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 4, 1996(“联合国大会特设委员会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

讨论”，R.A.Kolodkin，I.A.Panin，《莫斯科国际法杂志》，1996 年第 4

期)； 

– “An Ad Hoc Tribun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Criminal Law 

Forum (Rutger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5, 

Nos. 2-3, 1994 (“起诉前南斯拉夫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

特设法庭”，《刑法论坛》(美国罗格斯大学法学院)，1994 年第 5 卷第 2-3

期)； 

–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мягкого права”»,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俄语)，№ 12, 1985(“对‘软法’概念的

批评”，《苏联国家和法律》，1985 年第 12 号)； 

– «Лати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о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е Харт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ав и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俄语), М. Бессера, 

Р.А. Колодкин,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1, Право, 

№ 5, 1985(“拉美国家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法律性质的理

论”，M.Besserra，R.A.Kolodkin，《莫斯科国立大学学报》之《法律汇

编》，1985 年第 11 卷第 5 期)。 

语言能力 

俄语：母语  

英语：流利 

法语：具备说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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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拉腊巴(Ahmed Laraba)(阿尔及利亚) 

[原件：英文] 

国际法教授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 1947 年 5 月 17 日生于米拉(阿尔及利亚) 

– 1969 年：法律学位  

– 1970 年：公法硕士研究生文凭  

– 1985 年：国际法博士  

– 2012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活动：  

1. 教学：  

– 在阿尔及尔一大法律系国际法教授。  

– 阿尔及尔国家行政学院助理教授，后为教授，1971-2009 年  

– 司法行政官高校教授：2000-2007 年  

– 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法教授：2002-2005 年  

– 国家安全研究所国际法教授：1989-2014 年  

– 1998-2011 年：卢密耶－里昂第二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系客座教授(教国

际合同法、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管辖权、国际法的渊源、国家在国

际法和国际法创始方面的作用)。  

– 1998-1999 年：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大学和圣康丁昂伊夫利纳凡尔赛大

学客座教授。  

– 1999-2001 年：蒙波利埃第三大学客座教授(教世贸组织法及其对各国国

内法的影响)。  

– 2000-2001 年：艾克斯-马赛大学客座教授(教博士生的国际刑事法院课)。  

– 2002-2003 年：巴黎第一大學法律系客座教授(教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法和

国际法)。  

– 1993 年至 2000 年和 2004 年至 2011 年：阿尔及尔法律系地方执政官竞

赛评审团主席(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选项)。 

2.研究： 

– 国家版权和相关权利局原杂志“IBTIKAR”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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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尔国家行政学院杂志“IDARA”的起草委员会成员。 

3. 其他活动 

–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2 年 1 月 1 日起)，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 

– 在国际法院审议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合法性

问题时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法律顾问及参与人。 

– 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 LESI-DIPENTA 公司诉阿尔及利亚的

案件(2003-2005 年)中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法律顾问。 

– 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 LESI-ASTALDI 公司诉阿尔及利亚

(2005 年 2 月)的案件中担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法律顾问。 

– 在丹麦 Maersk 公司诉阿尔及利亚的仲裁案(2009-2012 年)中担任阿

尔及利亚共和国法律顾问。 

– 在美国公司 Anadarko 诉 SONATRACH 的仲裁案(2009-2012 年)中担

任 SONATRACH 的法律顾问。 

– 出席许多外交会议(知识产权组织、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

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成员。 

–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担任许多阿尔及利亚公有制经济企业的法律顾问，

如铁道部国家协会、SONELGAZ、特别是 SONATRACH(1985-2010

年)。 

– 阿尔及利亚版权和相关权利局法律顾问。 

– 国际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联合会法律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成员。 

– 里昂第二大学法律和政治学系企业比较法和国际法实验室协理成员。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马格里布前法律顾问(1995-2005

年)。 

4. 研究和出版物： 

– “Secess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70), 研究生学位论文。 

– 关于非洲联盟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上作介绍性报告(与人合作), SNED 

1973 年。 

– “New notions and new law of the sea”, 阿尔及尔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law and development”, OPU 1978 年。 

– “Delimitation of sea areas”, 阿尔及利亚法律、政治和经济学杂志， 

(RASJPE)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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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uence of principle of freedom on the classical law of the sea”, 

(RASJPE) 1979 年。 

– “Algeri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博士论文, 1985 年。 

– 在阿尔及尔法律系举行的工作研讨会上介绍“必要状态”观点，1991

年 12 月。 

– “Chronic of conventional law”, 阿尔及尔国家行政学院杂志“IDARA”, 

1995 年。 

– "Algerian reserved fishing area", lettre juridique, 1996 年。 

– 研究习惯国际人道法：“case of the 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CICR, 1996 年 (在 BRUYLANT 上发表, 2005 年)。 

– “On the competencie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la lettre juridique 

1999 年。 

– 研究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ESG, 2000 年。 

– “Initi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garding 

Mediterranean: competition or complementarity?”, Euromesco, 2007 年。 

– “Arbitration, mode of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the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persons” 阿尔

及尔法律系讲习班，2008 年 6 月，有待发表。 

– 研究文学和艺术产权：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Copyrights: competition or complementarity?", 阿尔及尔, 1996 年。 

– “ Legal system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perty in Algeria", 

IBTIKAR 杂志, 1997 年。 

– “Copyrights in the Arab States", IBTIKAR 杂志, 1998 年。 

– “Legal system of the related rights", 阿尔及利亚版权和相关权利局

讲习班 (ONDA), 2002 年。 

– “Legal system of computer program", ONDA, 2003. 

– “Can we talk of Algerian jurisprudence relating to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perty rights?”, ONDA, 2008. 

  



 A/71/83 

 

165/336 16-07028 (C) 

 

玛丽亚·莱赫托(Marja Lehto)(芬兰) 

[原件：英文] 

1. 个人资料 

姓名： 玛丽亚-莉萨·莱赫托 

出生日期： 1959 年 3 月 20 日 

家庭状况： 已婚，一个孩子 

国籍： 芬兰 

专业头衔： 大使，高级专家(国际公法) 

2. 学历 芬兰拉普兰大学，国际法博士 

 赫尔辛基大学，政治学硕士 

 赫尔辛基大学，法学硕士 

3. 语文 芬兰文、英文、法文、瑞典文、德文 

4. 专业经验 

– 大使，外交部法律事务高级专家，赫尔辛基(2014 年至今) 

– 芬兰驻卢森堡大使(2009-2014 年) 

– 外交部国际公法处，主任，赫尔辛基(2000-2009 年) 

– 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纽约(1995-2000 年) 

– 外交部国际公法处，参赞/一等秘书，赫尔辛基(1992-1995 年) 

– 外交部条约法处，一等秘书，赫尔辛基(1991-1992 年) 

– 芬兰驻巴黎大使馆，二等秘书(1987-1990 年) 

– 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随员，赫尔辛基(1987 年) 

– 芬兰驻巴黎大使馆，随员(1986-1987 年) 

– 外交部，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司，随员，赫尔辛基(1986 年) 

– 国际公法司，随员(1985 年) 

– 赫尔辛基大学发展研究学院和法学院公法系，各种职位(1982-1984 年) 

5. 国际职务 

– 司法快速反应执行局主席(www.justicerapidresponse.org)(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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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委员会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委员会主席(2006-2007 年) 

– 欧洲联盟理事会制裁问题工作组和恐怖主义问题工作组主席(2006 年芬

兰担任欧盟主席期间) 

– 联合国宪章与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主席，纽约(1999 年) 

– 联合国大会海洋法磋商协调人(1998-1999 年) 

–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谈判协调人(1998 年) 

– 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关于设立大陆架委员会的谈判主席(1996 年) 

6. 参加联合国和国际立法 

在以下谈判中担任芬兰代表团团长 

 ○ 2005 年《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 修订《〈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 年议定书》 

 ○ 修订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2005 年议定书 

 ○ 2005 年《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 

 ○ 2003 年《欧洲委员会制止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 

 ○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 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芬兰代表团成员(1985 年，1993-2009 年)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侵略罪问题特别工作组的芬兰代

表(2005-2009 年) 

–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芬兰代表团成员(2000-2002 年) 

– 参加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会议的芬兰代表团成员(1998 年) 

–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芬兰代表团成员(1996-1998 年) 

– 参加《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公约》谈判的芬兰代表团成员

(1996-1997 年) 

– 参加修正《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谈判的芬兰代表团成员

(1995-1996 年) 

7. 其他任务 

– 2016 年联合国网络问题政府专家组芬兰代表(政府专家小组，国际安全

环境中的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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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成员(2014 年-) 

– 保护责任国家联络人(2014 年-) 

– 赫尔辛基大学 Erik Castrén 人权和国际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2003-2012 年) 

– 《北欧国际法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2006-2009 年以及 2016 年-) 

– 审查芬兰制裁立法部际工作组主席(2008-2009 年) 

– 外交部平等工作组主席(2005-2008 年) 

– 《芬兰国际法年鉴》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2001-2003 年) 

– 芬兰国际人道主义法全国委员会成员(2000-2009 年) 

– 芬兰与瑞典谈判(海洋划界，1993-1994 年)以及与俄罗斯联邦谈判(邻近

地区合作，1991 年；环境保护，1992 年；重大事故情况下的合作，1993-1994

年)双边条约的代表团成员 

8. 某些会议和特派团 

– 北约网络防御英才中心，塔林，关于网络冲突问题的年度会议，小组讨

论，2016 年 6 月 1 日，’Cyber norms and silence on opinio jurise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行新版《日内瓦第一公约评注》，2016 年 3 月 22

日。‘Observations on Common Article I’ 

– 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2016 年 2 月 9 日。关于联合国制裁和

数字技术的小组讨论：威胁与机遇。致开幕词 

– 外交部，网络问题高级别对话(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和美国)，2015 年 9

月 24 日，《国际法和网络安全》 

– 2015 年 8 月 28 日，外交部和赫尔辛基大学 Erik Castrén 研究所，“联合

国七十周年：《联合国宪章》的理论和实践继续强劲”研讨会，“《联合

国宪章》中关于使用武力的规定” 

– 2013 年 1 月 11 日，赫尔辛基大学，“危机时期的国际法”(芬兰语) 

– 2012 年 10 月 15 日，卢森堡大学，“作为全球行为体的欧洲联盟” 

– 2011 年 12 月 12 日，特里尔大学(德国)，“保护责任：规则还是愿望？” 

– 2009 年 2 月 12 日，德国馆(纽约)，“建设和平与正义的未来” 

– 2008 年 10 月 13 日，国际法协会芬兰分会，万民法，“国际刑法框架内

的恐怖主义罪”(芬兰语) 



A/71/83  

 

16-07028 (C) 168/336 

 

– 2008 年 6 月 12 日，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当前国际司法的挑战” 

– 2008 年 1 月 25 日，沃里克大学(联合王国)，一个世界论坛，“全球安全

挑战” 

– 2007 年 12 月 10 日，北欧红十字组织，奥斯陆(挪威)，主持关于“军事

手册”的小组讨论 

– 2007 年 10 月 4 日，国际法协会芬兰分会 60 周年会议，“国际人道主义

法与打击恐怖主义”的主旨演讲 

– 2007 年 4 月 25 日和 26 日，欧洲委员会，“为什么会有恐怖主义”会议，

闭幕会议主席 

– 2007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区域会议，瓦尔纳，

“欧洲委员会和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  

– 2006 年 10 月 19 日和 20 日，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维也纳，关于制

止恐怖主义的专家讲习班，“处理煽动和相关恐怖活动” 

– 2006 年 9 月 27 日和 28 日，欧盟-美国跨大西洋讲习班，赫尔辛基，关

于“国际制裁及正当程序”，主席 

– 2005 年 12 月 10 日，北欧红十字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装冲突中

习惯法会议，奥斯陆(挪威)，“军事目标” 

– 2005 年 6 月 2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

作组，“执行联合国制裁”专家小组 

– 2004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北欧刑法学家第十二届会议，赫尔辛基，

主持关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小组讨论(瑞典语) 

– 2004 年 4 月 16 日，拉普兰大学，国际法会议，“国际法和当前的安全

挑战”(芬兰语) 

–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6 日，欧洲法律学生协会第三届赫尔辛基国际刑法

研讨会，赫尔辛基，“欧盟在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的立场” 

– 2003 年 3 月 3 日至 6 日，欧洲法律学生协会第二届赫尔辛基国际刑法

研讨会，“芬兰在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的立场” 

– 2003 年 3 月 3 日至 6 日，欧洲法律学生协会第二届赫尔辛基国际刑法

研讨会，3 月 4 日在塔林(爱沙尼亚)，“国际刑法的政治方面” 

– 2003 年 12 月 12 日和 13 日，赫尔辛基大学高级研究委员会新世界政治

会议，关于“新规则”的小组讨论评论员(芬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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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 日，欧洲法律学生协会第一届赫尔辛基国际

刑法研讨会，“从芬兰角度看国际刑事法院的组建过程” 

– 2002 年 11 月 15 日，欧安组织，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国际会议，贝尔格莱

德(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执行《罗马规约》，比较经验” 

– 2002 年 8 月 19 日至 30 日，赫尔辛基大学，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夏季国

际法研讨会，做了三次关于“执行国际法的新挑战”讲座 

– 2002 年 5 月 10 日，欧洲律师协会年度会议，赫尔辛基，“法律在国际

关系中的作用” 

– 2001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特伦托大学(意大利)，国际刑事法院与侵略

罪国际研讨会，“侵略罪以及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关系” 

– 2001年 6月12日至14日，赫尔辛基大学和洪堡大学(柏林)刑法讨论会，

赫尔辛基，“国际刑事法院的谈判” 

– 2001 年 11 月 30 日，外交部、赫尔辛基大学 Erik Castrén 研究所和芬兰

红十字会举行的研讨会，赫尔辛基，“有罪不罚的政治” 

– 在芬兰外交部(外交官培训)、芬兰国防部队(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警察学

院、芬兰红十字会和其他芬兰机构举办的讲座和演讲(芬兰语)(2000-2009 年) 

9. 部分出版物 

9.1 著作和专著 

– In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Terrorist Acts. Re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errorism Beyond Violent Acts. The Erik Castrén Institute Monograph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Vol. 9,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 2009, p.480。 

–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errorist Acts: A Shift Towards More Indirect 

Forms of Responsibility. Acta Universitatis Lapponiensis 139, Lap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56。 

– Voimankäytön oikeutus. Selvitys eduskunnan ulkoasiainvaliokunnalle. Legal 

Grounds for the Use of Force. 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f the Parliament. April 2002, p.89 (最新版本于 2015 年出版)。 

– Itämeren turvallisuusjärjestelmä erityisesti oikeudellisen säännöstön kehityksen 

kannalta (The Baltic Sea security regim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egal 

regulations)，提交给裁军咨询委员会的报告，86 页，1986 年 4 月)。 

– Naiset ja kehitys (Women and Development), 与 Marja-Liisa Kiljunen 合

编, Gaudeamus 1982, 2nd edition 1985, p.189。  



A/71/83  

 

16-07028 (C) 170/336 

 

9.2 论文 

– Battle of Ideas, Delivery of Justice; How Justice Rapid Response 

contributes to the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gions and 

Cohesion, Vol. 5, Issue 2, 2015, p.114-126 

– 'The Crime of Terrorism and the Emerging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flections on the "Hierarchy of Evil",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19 (2008), Hart Publishing, Oxford & Portland, 

Oregon, 2010, p.183-216  

– 'War on Terror - Armed Conflict with AI-Qaida?',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8 (2009), p.1-13 

– 'La coopération dans le domaine de la pêche en mer Baltique', Revue de 

L'Indémer 1997, Nr 5, p.117-132 

– 'The Privilege of Universality: International Law, Economic Ideology and 

Seabed Resource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5 (1996),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 533-555 (与 Martti Koskenniemi 合著)  

–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 Arrangements 

Concerning the Bilateral Treaties of Finland and the USSR',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IV (1993), Helsinki, 1993, p.194-227  

– 'La succession d'États dans l'Éx-URSS, en ce qui concerne particulièrement 

les relations avec la Finland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XXXVIII (1992), Editions de CNRS, Paris, p.179- 219 ( 与 Martti 

Koskenniemi 合著) 

– 'Restrictions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Baltic Sea - A Basis for a Regional 

Regime?',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II (1991), Helsinki, 1991, 

p.38-65  

– 'Scarcity and Resources Policy: The Case of Deep Sea Mining', 

Development and Peace, Vol. 6, No.2(1985), p. 201-229(与 Lauri Siitonen

合著) 

9.3 编撰著作中的章节 

– 'Slowly but Surely? The Challen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Rain 

Liivoja and Jarna Petman (编),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Essays in Honour 

of Jan Klabbers, Routledge, Abingdon/New York, 2014,p.283-297  

– 'Kansainvälinen oikeus ja terrorismi: Liian paljon vai liian vähä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errorism:too much or too little?), in Kari 

Laitinen( 编 ), Tuhat ja yksi uhkaa, Tulkintoja terrorismista, 

Poliisiammattikorkeakoulun julkaisuja 6/2007, p.119-131  

– 'Achille Laurosta Al Qaidaan-merenkulun terrorismisopimuksen 

muutokset'(From Achille Lauro to Al Qaida-Amendments to th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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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itime Terrorism),in Timo Koivurova(编), Kansainvälistyvä oikeus, 

juhlakirja professori Kari Hakapää, Lapin yliopistopaino 2005, p. 285-306 

– 'The ICC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About the Argument of Politicization', in 

Mauro Politi and Giuseppe Nesi (编),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Ashgate, 2004, p. 145-150  

– 'Terror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 an Empty Box or Pandora's Box?', in Jarna 

Petman and Jan Klabbers( 编 ),Nordic Cosmopolitanism: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Martti Koskenniemi,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 2003, p. 219-314  

– 'Finland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Tullio Treves and Laura Pineschi (编), 

The Law of the Se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Publications on Ocean Development, Vol. 28,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p. 127-150 (together with Martti Koskenniemi) 

9.4 书评 

– Minna Kimpimäki, Universaalitoimivalta kansainvälisessä rikosoikeudessa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ikeus 1/2006, p. 

140-144 

– William A. Schabas, 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rime of Crimes, 

XI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p. 420-426 

– Finn Laursen, Small Powers at Sea: Scandinavi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Marine Order, 65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p. 322-225  

– Martti Koskenniemi, Kansainväliset pakotteet ja Suomi(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Finland), Lakimies 5/1995, p.90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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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扬贾娜·马卢瓦(Tiyanjana Maluwa)(马拉维) 

[原件：英文] 

教育和工作经验 

学历： 

(a) 哲学博士，剑桥大学皇后学院。 

(b) 法学硕士，谢菲尔德大学。 

(c) 法学学士，马拉维大学。 

行政、法律和学术任命： 

行政职务： 

 (a) 国际事务副院长，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院：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b) 主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学院，2007 年 3 月 15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法律职务： 

 (a) 法律顾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01 年 11 月 15 日至 2004

年 1 月 14 日。 

 (b) 法律顾问/主任，非洲统一组织，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1 月 10 日。 

学术职务： 

2004 年 1 月 18 日至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H. Laddie Montague

法学教席。 

 (b) 1993 年 6 月 1 日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南非开普敦大学公法系高级讲

师/法学教授。 

 (c) 1986 年 12 月 10 日至 1993 年 5 月 31 日：博茨瓦纳大学法学讲师/高级

讲师。 

 (d) 1984 年 7 月 1 日至 1986 年 11 月 30 日：马拉维大学法学讲师。 

主要学术著作和出版物  

 1. 著作和专著： 
 

The Pursuit of a Brave New World in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Dugard 

(与 Dire D. Tladi 和 Max du Plessis 合编)。(即将出版, Bril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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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Politics and Rights: Essays in Memory of Kader Asmal, (编), (Brill, 2013)。 

International Law in Post-Colonial Africa,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Gender Equality through Law: Lessons from Southern Africa,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非洲统一组织/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政治学系，专题讲座专著， 1999

年)。 

T. Maluwa & H. Corder (编),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Southern Africa,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1997)。 

 2. 著作章节：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Maluwa, T., Dire, T. & Du Plessis, M. (编), The Pursuit of a Brave New 

World in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Dugard (forthcoming, Brill, 2016)。  

“Youth Rights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Wiesland, A.J., Chainoglou, K. and 

Sledzinska-Simon, A. (编),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 The Wroclaw Commentaries 

(forthcoming,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The Development and Enforcement of Community Law in the African 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rchitec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Jalloh, Charles Chennor 

& Elias, Olufemi (编),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Martinus Nijhoff /Brill, 2015), pp. 536-564。 

“Beyond Rhetoric: Commitment to and Ratification of African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Related Treaties”, in Maluwa, T. (编), Law, Politics and Rights: Essays in Memory 

of Kader Asmal (Martinus Nijhoff/Brill, 2013), pp. 58 – 91。 

“La transition de l’Organisation de l’Unité Africaine à l’Union Africaine”, in Yusuf A. & 

Ouguergouz, F., (编), L’Union Africaine : Cadre Juridique et Institutionnel – Manuel sur 

L’Organisation Panafricaine, (Paris : Editions A. Pedone, 2013), pp. 35-56。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to the African Union” in Yusuf, A. 

& Ouguergouz, F., (编), The African Union: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 A Manual 

on the African Union, (Leiden &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12), pp. 25 – 52。 

“Law”, in Zeleza, P.T. & Eyoh, D. (编), Encylopaedia of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n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313-317。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greement: Obligation to Arbitrate (Advisory Opinion)”, in 

Bernhardt, R. (编),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Amsterdam, London 

& New York: North-Holland/Elsevier, 2000), pp. 1125-1129。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 Forsythe, D. (编),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Tokyo: UNU, 1999), pp. 250-275。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Som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in Tesi, 

M.K. (编),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0), pp. 7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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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Africa’s Land Dilemma: Balancing Resource Inequities”, in Zeleza, P.T. & 

Kalipeni, E. (编), Sacred Spaces and Public Quarrels: African Cultur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s,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99), pp. 301-321。 

“Making International Law More Relevant and Readily Available” in UN Codification 

Division, Making Bett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ILC at 5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N.Y., 1998), pp. 346-361.  

“International Law as an Aid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w in Municipal 

Legal Systems in Africa” in Zyl van, D. & Ajibola, B. (编), The Judiciary in Africa, (Cape 

Town: Juta, 1998), pp. 47-63。 

“Refugees as a Factor in the Search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post-apartheid Southern Africa” 

in Mandaza, I. (编), Peace and Security in Southern Africa, (Harare: Sapes Books, 1997), pp. 

119-150。 

“Law, Politics and Refugees in Southern Africa: Recent Developments in Refugee Law and 

Policy in Malawi” in Alfredsson, G. & Macalister-Smith, P. (编), The Living Law of Nations: 

Essays in Memory of Atle Grahl-Madsen, (Kiel: N.P. Engel, 1996), pp. 113-132。 

“International Law as an Aid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w in Municipal 

Legal Systems in Africa” in Zyl van, D. & Ajibola, B. (编), The Judiciary in Africa, (Cape 

Town: Juta, 1998), pp. 47-63。  

“The Legal Reg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 in Malawi” in Mhone, G.  (编), Malawi 

at the Crossroads: The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conomy (Harare: Sapes Books, 1992), pp. 

349-371。 

 3. 同行审议的期刊文章： 

“Oil Under Troubled Waters?: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Boundary Dispute Between 

Malawi and Tanzania over Lake Malawi”, (将在 Michig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第 37

卷刊出，2016 年春)。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ccasional Programme Paper, Chatham 

House, London, July 2013 (与 Max du Plessis 和 Annie O’Reilly 合著)。 

“Ratification of African Union Treaties by Member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actice”, 13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36 (2012).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to the African Union: Rethinking the Framework 

for Inter-State Cooperation in Africa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9 University of Botswana 

Law Journal 49 (2009). 

“The Move from Institutions?: Examining the Phenomenon in Africa” 100 ASIL Proc. 294 

(2006). 

“South Africa and the African Union”, 1 Int’l Org. Law Review 103 (2005). 

“The African Unio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Some Observations on South Africa’s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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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in Africa, 1994-2004”, 29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 (2004).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African Un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Mapping New 

Boundaries or Revisiting Old Terrain?”, 98 ASIL Proc. 232 (2004). 

“Fast-tracking African Unity or Making Haste Slowly? A Note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ve Act of the African Union”, 51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72 

(2004). 

“The Constitutive Act of the African Union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in Post-Colonial 

Africa”, 16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7 (2003). 

“Reimagining African Unity: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itutive Act of the 

African Union”, 10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 (2002).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in Post-colonial Africa: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49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81 (2002).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ality through the Law: Some Lessons from 

Southern Africa”,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249 (1999). 

“The Incorp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Interpretational Role in Municipal Legal 

Systems in Africa: An Exploratory Survey”, 23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45 (1998). 

“Discourses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Africa: Contextualizing the Relevance of 

Human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 Journal of African Policy Studies 47 (1996).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pre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under the 

Malawian Constitution”, 3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3 (1995). 

“The Refugee Problem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Southern Africa”, 7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Journal 653 (1995). 

“Southern African Land-locked States and the Right of Access under the New Law of the 

Sea”,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527 (1995).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Rights Law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6 African L Rev 24 (1995). 

“Custom, Authority and Law: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6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387 (1994).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and the Interim Constitution of South Africa”, 19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4 (1993/4). 

“Disputed Sovereignty over Sidudu (or Kasikili) Island (Botswana-Namibia):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5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13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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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and Refugees in Southern Africa: Some Perspectives on Recent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in Malawi”, 53 Zeitschrift fur auslandisches offentliches Recht und 

Volkerrecht 88 (1993). 

“Succession to Treaties in Post-Independence Africa: A Retrospective Consideration of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alawi”, 4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791 (1992).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Zambezi River Regime”, 25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20 (1992). 

“The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A Brief Note on Malawi’s 

Refugee Act of 1989”,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503 (1991). 

“The Concept of Asylum and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 in Botswana: Some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587 (1990).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xercise of Prudential Discre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O Mission Case”, 37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30 (1990).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 Overview of Basic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1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650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Fluvial Law in Post-Colonial West Africa: the Senegal 

Regime”, 67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 (1989).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mong African States, 1963-1983: Some Conceptual 

Issues and Practical Trends”, 38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99 (1989). 

“Legal Aspects of the Niger River under the Niamey Treaties”, 28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671 (1988). 

“Some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of the reg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Niger under the 

Niamey Treaties”, 66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 (1988). 

“The Treaty-Making Capacity of the Holy Se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study of the jus 

tractum of a non-State entity”, 20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155 (1987). 

“Succession to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Fluvial Law in Africa: the Niger Regime”, 33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34 (1986). 

“The Holy See and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y: Some Reflections”, 19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1 (1986).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Fluvial Law in Africa: A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s of the Congo and Niger Rivers from 1885 to 1960”, 29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68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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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书评/评论随笔： 

Abdullahi Ahmed An-Na‘im’s Afric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Role of Islam, 24 J. Law & 

Religion 101 (2008). 

Fatsah Ouguergouz’s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 

Comprehensive Agenda for Human Dignity and Sustainable Democracy, 13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06 (2006). 

P.T. Zeleza and P.J. McConnaughay’s Human Rights, the Rule of Law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26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098 (2004). 

Nii Bruce-Lante’s Claims to Statehood in International Law, (1994), 30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391 (1997). 

Christof Heyns’s Human Rights in Africa 1996, (1997), 44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01 (1997). 

John Dugard’s International Law: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1994), 41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79 (1994). 

Edward Kwakwa’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 Personal and Material Fields 

of Application, (1992), 5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481 (1993). 

S.C. Vasciannie’s Land-locked States and Geographically Disadvantaged Stat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1990), 40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356 (1993). 

“T.W. Bennett’s A Sourcebook of African Customary Law for Southern Africa, (1991), 4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95 (1992). 

G..J. Naldi’s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1989), 2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493 (1990). 

T.O. Elias’s Afric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二次修订版：R. Akinjide, 

1988) 1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727 (1989)。 

注：未发表的会议论文、委托咨询报告、专题文件和正在撰写的著述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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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特·穆罕默德(Rahmat Mohamad)(马来西亚) 
 

[原件：英文] 

出生日期：1960 年 7 月 7 日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亚非法协)秘书长 

马来西亚马拉工业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授 

马来西亚回教科学大学伊斯兰教法和法律系顾问(2015 年)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法律学报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2015 年)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法学报执行主编 

马来西亚教授理事会成员 

马来西亚苏丹再纳阿比丁大学客座教授(2011 年) 

亚洲比较法学会董事会成员，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北京(2013 年 9 月) 

海牙法律和仲裁中心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2013 年)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习惯法非正式专家组成员(2014 年) 

学历 

联合王国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哲学博士(2000 年) 

博士论文题目：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贸易区)的解决纠纷机制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法学硕士(商业法律)，1986 年 

马来西亚马拉工业学院高级法学证书，1985 年 

马来西亚马拉工业学院法学证书，1984 年 

教学任务 

马来西亚外交和对外关系学院讲师 

威尔士大学研究生助理，1997 年，联合王国阿伯里斯特维斯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客座讲师 

马来西亚皇家武装部队客座讲师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客座助教，1996 年 

中国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客座讲师，2009 年 

北京中国国际法学会访问学者，2009 年 

印度尼西亚万隆巴查查兰大学客座学者 

印度新德里南亚大学杰出讲师(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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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活动 

关于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方面工作的公开讲座，英格兰杜伦大

学法学院，2014 年 10 月 30 日 

公开讲座，题为“电子商务国际法：法律问题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中国政

法大学，中国北京，2013 年 9 月 27 日 

公开讲座，题为“世贸组织：解决争执以及发展中国家”，沙希德贝赫什迪大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2013 年 6 月 21 日 

公开讲座，题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外交部国际关系学

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2013 年 6 月 20 日 

杰出公开讲座，题为“东盟的转变——从不以规则为基础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宪章

及其法律影响”，印度新德里南亚大学，2013 年 5 月 2 日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的工作和发展公开讲座，斯里兰卡检察长办公室，斯里兰卡科

伦坡，2011 年 6 月 

公开讲座，题为“国际法的最近发展情况”——联合国第六委员会、国际法委员

会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马来西亚班吉，2010

年 10 月 

公开讲座，题为“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中体现亚非团结”，巴查查兰大学，印度

尼西亚万隆，2010 年 10 月 

关于多边外交和国际法的主旨发言，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法律学会，2015 年 11 月

4 日 

介绍国际组织批准条约和公约的经验，第四次非洲联盟国际法和非盟法律论坛，

埃及开罗，2015 年 10 月 19 日至 20 日 

关于亚洲和非洲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的贡献主旨发言，厦门大学国际法暑期学校，

厦门，2015 年 7 月 13 日 

在《联合国宪章》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座谈会上作主旨发言，北京，2015 年 4

月 14 日 

全体会议上关于协助各国履行其保护责任的发言，“保护责任峰会 10 周年：亚洲

及太平洋地区的进展与挑战”，索菲特大酒店，柬埔寨金边，2015 年 2 月 26 日至

27 日 

国际法世界大会全体会议上关于国家执行国际法的发言，印度新德里，2015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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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亚洲-非洲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观点”的主旨发言，国际刑法的历史渊源，

国际法律研究和政策中心，印度新德里，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 

法律专家演讲：“香蕉岛和霹雳岛：新的巴都普特岛？马六甲海峡中的海洋边界”，

2014 年经济外交系列，外交与对外关系学院，马来西亚吉隆坡，2014 年 10 月 3 日 

关于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和海洋法发展的专家演讲，题为“海洋法的新发展国际讲

习班”，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中国厦门，2014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 

专题讨论小组发言，题为“管理区域安全架构和探讨新兴合作概念”，2015 年马

来西亚担任东盟主席时举行的全国座谈会，吉隆坡，2014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 

主旨发言：国际法逐渐发展的 70 年：亚非视角，阿伯丁大学阿伯丁法学院，2015

年 11 月 4 日 

主旨发言：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加强国际人道主义法区域会议，吉

隆坡，2015 年 3 月 25 日至 27 日 

主旨发言：国际刑事法院和《罗马规约》在制定国际刑事司法标准方面的作用，

人权和治理座谈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2011 年 11 月 

在关于国际商业仲裁新趋势的国际会议上发言，印度新德里，2010 年 12 月 

开幕演讲：伊斯兰国际法和伊斯兰国家的国际法实践国际讲习班，马来西亚国立

大学，2009 年 11 月 18 日 

在机构仲裁基础设施和建设国际会议上讲话，印度新德里，2008 年 10 月 

开幕演讲：第四次南亚享利·杜南纪念模拟法庭竞赛，印度国际法学会会址，印

度新德里，2008 年 10 月 17 日 

主席讲话：“印度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及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诞生的贡献”，金达尔

全球大学法学院，印度索尼帕特，2011 年 

在关于印度境内的仲裁全国会议上发言：概览，印度新德里，2009 年 12 月 11 日 

关于审查对加沙发生的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采取有效的法律和司法措施的发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2009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 

专家小组成员，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宪章》之前和之后的国际法律秩序，国际

法和司法研究所，纽约大学，纽约市，2015 年 11 月 1 日 

专家小组成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和作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与国际法的发展座谈会，中国北京，2014 年 5 月 27 日 

讨论嘉宾发言：“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和坎帕拉会议后面临的挑战”，德里大

学，新德里(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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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超越东盟”，以一个跨国规模的方案建设东盟形象，联合国大学可持

续性与和平研究所，日本东京(2013 年) 

讨论嘉宾：在国际事务中建设法治：亚非国家面对的挑战，邦德大学，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2013 年) 

开幕讲话：“亚洲和非洲对国际法的贡献”，亚洲国际法协会会议，印度新德里

(2013 年) 

讨论嘉宾：“在亚非地区诉诸国际司法”，昆士兰科技大学，澳大利亚(2012 年) 

应邀发言：“国际法未来的挑战”，阿都拉萨教席讲座，美国俄亥俄大学(2012 年) 

发言：“东盟今后在向东盟共同体转型过程中会面临的挑战”，贾瓦哈拉尔·尼赫

鲁大学，印度新德里(2011 年) 

应邀发言：“反映国际法趋势：非洲-亚洲视角”，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律系，坦

桑尼亚(2011 年) 

客座发言：“通过非法律办法解决争执的亚洲价值观”，东京大学，亚洲国际法学

会(日本分会)(2010 年) 

演讲嘉宾：“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解决争执：非洲-亚洲反思”，WTO 学院，中国武

汉大学，(2009 年) 

专题讨论小组发言：“东盟自由贸易区以规则为基础的解决争执方式”，亚洲国际

法协会首次会议，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2005 年) 

发言：“《罗马规约》所设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的普遍性：前景和挑战”，印度

国际法学会，印度新德里 

国家嘉宾：“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的贡献”，在条约法和实践区

域培训班开幕式上的讲话，印度尼西亚国际法学会，印度尼西亚雅加达(2010 年) 

研究金和荣誉 

兼职教授，马来西亚国立大学(2013 年)。 

研究员，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海洋学研究所(2013 年)。 

名誉兼职教授，金达尔全球大学法学院，印度(2012 年)。 

学术和专业协会 

布里斯托尔大学校友会成员。 

马来西亚马拉工业大学校友会成员。 

阿伯里斯特维斯威尔士大学校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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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法律学者协会成员。 

国际律师协会会员。 

印度国际法协会终身会员。 

亚洲国际法学会会员。 

委员会/专家小组成员资格 

海牙法律和仲裁中心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2013 年)。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法学报》国际咨询小组主席(2012 年)。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法学报》执行主编，2012 年开始至今。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知名人士小组秘书，2010 年开始至今。 

参加第 4 次修订国际环境和发展盟约草案，国际环境法理事会，德国波恩(2010

年)。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教授晋升工作(2010 年)。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公报主编，2008 年开始至今。 

第 7 次凌家卫国际对话的参与者和主持人(2007 年)。 

菲利普·杰瑟普世界模拟法庭竞赛裁判，华盛顿特区(2006 年)。 

加斯里学者方案专家小组(2006 年)。 

第35届国际培训与发展联合会世界会议和展览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吉隆坡(2006年)。 

第 55 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创新研究和新技术博览会，比利时布鲁塞尔，2006

年 11 月 25 日至 27 日。 

第 5 次东盟区域人权机制讲习班主持人，马来西亚吉隆坡，2006 年 6 月 29 日至

30 日。 

第 5 次联合国-东盟关于在东南亚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的研讨会主

持人，主办者：马来西亚外交部、马来西亚马拉工业大学和开发署，马来西亚梳

邦再也，2006 年 5 月 3 日至 5 日。 

东盟民间社会会议主席，东盟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议，吉隆坡(2005 年)。 

第 11 次东盟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议指导委员会成员(2005 年)。 

国际培训与发展联合会协调委员会成员(2005 年)。 

起草《东盟宪章》高级别工作队(马来西亚)顾问(2005 年)。 

首要领导者基金会研究补助金委员会主席，马来西亚(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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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研究生方案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国立大学(2004 年)。 

战略和国际研究所东亚论坛技术工作组，马来西亚(2003 年)。 

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大学国际法工作委员会(2003 年)。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填海造地案技术委员会(2003 年)。 

全国委员会成员，马来西亚资格框架协商小组，马来西亚教育部质量保证司

(2003 年)。 

法律顾问，制定马来西亚新闻理事会法案(2001)。 

《服务贸易总协定》特别委员会，由马来西亚律师协会理事会任命(1994 年)。 

审查《破产法》特别委员会，由马来工商会任命(1990 年)。 

审查马来西亚私有化政策和法律特别委员会，由马来工商会任命(1990 年)。 

联络干事，世界银行关于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交付系统与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的研究。 

马来西亚第九个计划人力资本发展顾问，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 

作为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代表团团长/秘书长出席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会议 

关于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与联合国外交 70 年的讲话，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法律顾问

会议，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会议厅，纽约，2015 年 11 月 28 日。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主旨发言，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法

非正式专家组会议，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班吉，2015 年 8 月 27 日至 28 日。 

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主旨发言，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与马来

西亚登嘉楼大学的海洋法专家会议，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 

关于当今国际法——前景和挑战的讲话，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法律顾问会议，联合

国托管理事会会议厅，纽约，2014 年 10 月 24 日。 

代表团团长/与会者，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

会，知识产权组织总部，日内瓦，2014 年 7 月。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面临的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工作的讲话，联合国，日内瓦，

2014 年 7 月。 

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会议的一般性辩论，荷兰海牙，2012 年 11 月。 

对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讲话，瑞士日内瓦，2012 年。 

关于非洲和亚洲地区面临的法律问题的讲话，联合国-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法律顾

问会议，纽约，20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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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法委员会的讲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2010 年 7 月 14 日。 

在关于贩运人口、偷运移民和国际合作讲习班的讲话，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2010

年 11 月。 

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审议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讲话，乌干达坎帕拉，2010

年 6 月。 

介绍性发言，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成员国法律顾问和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国际法委

员会联合会议，联合国总部，纽约，2009 年 10 月 28 日。 

在第三次世界检察长峰会一般性发言期间的讲话，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2009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 

出版物 

著作 

Secretary General's Handbook on Basic Entitlemen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UNCLOS) (2014). 

Rahmat Mohamad, Asia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ost 

Westphalian Era Some Reflections. AALCO Publication (2011). 

Round Table Meetings of Legal Experts on the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AALCO Publication (2010). 

Rahmat Mohamad, Azahan Abdul Aziz, 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for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Lexis Nexis - Malayan Law Journal (2004). 

Rahmat Mohamad, Azahan Abdul Aziz,Understanding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under the 

WTO, NAFTA and MERCOSUR, Lexis Nexis - Malayan Law Journal Publication 

(2004). 

2016年即将出版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ian and African Perspectives (2015). To be 

launched in 2016. 

著作章节 

Rahmat Mohamad, "An Afro-A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Historical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Volume 4, FICHL Publication 

Series No. 23 (2015). 

Rahmat Mohamad, Chapter 3,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 Reflection of Asian-African Views" in Institutional 

Suppor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Keyzer, Popovski and Sampford eds, 

Routledge Publication Australi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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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mat Mohamad, Chapter 4; Part II, "Unilateral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A 

Quest for its Legality" in Economic Sanc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Eds Ali, 

Marisa, ASSER Institute Publication, The Hague (2014). 

Rahmat Mohamad, Yusoff Ahmad, Chapter 7: Going Beyond ASEAN Regional 

Identity in Building ASEAN Identity on a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ublication, Tokyo (2014). 

Rahmat Mohamad, Chapter 3,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Rome Statute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tandard setting: some reflections" in 

Shifting Global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d 

Rowena Maguire, Bridget Lewis, Charles Sampford:, Routledge Publication Australia 

(2014). 

Rahmat Mohamad, Chapter 1: Towards a people-centric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in AALCO@50: Some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Law 2011. 

Publication. Rahmat Mohama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in Muslim 

Countries" in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the Muslim World, IKIM Publications 

(2005). 

Rahmat Mohamad, "Preservation of Progeny: Issues from the Civil Law 

Perspectives"in Genealogy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Progeny: An Islamic Perspective, 

MPH Publication (2006). 

Rahmat Mohamad, "In Support of regional peace Building the ASEAN way: An 

Overview" in the Mode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Building Peace Where 

It Matters, University Publication Centre UPENA (2007). 

Rahmat Mohamad, "Problems in Defining Terror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errorism Post Attack Management, University Publication Centre UPENA (2005). 

报告 

The Blockade of Gaza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l Implications: Report of the 

Seminar,AALCO Publication (2010). 

Contemporar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AALCO Publication (2009). 

Asia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ICC in Report of the Seminar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AALCO Publication (2009). 

著作编辑 

Building an ASEAN Community, ASE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Publication, Shah Aalam, 2006 在 2005 年为马来西亚担任东盟主席作准备

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汇编。 

OIC at the Crossroad Conference OIC,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Publication, Shah 

Alam 2003-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主办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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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Rahmat Mohamad, "Is international law truly euro-centric'? The Asian-African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UPENA, Shah Alam (2008). 

Rahmat Mohamad, "K-governance in Malaysia: preliminary remarks", Institute of 

Knowledge Advancement, Shah Alam (2004). 

发表的论文/文章选 

Rahmat Mohamad,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its New Topic on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AALC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issue 2, (2013). 

Rahmat Mohama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 Examination of the Underutilized Crown Jewel", AALC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Issue 1 (2013). 

Rahmat Mohamad, "Reflecting Asian-African Solidarity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SooChow Law Journal, Vol IX, January 2012 No. 

1 at p.215-229. 

Rahmat Mohama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after Kampala: Some Reflections", AALC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1, 

2012, pp. 1-14. 

Rahmat Mohama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Justice: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Aiding National Prosecutions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AALC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2, 2012, pp 1-11. 

Rahmat Mohamad, "Defining Terror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errorism: Post 

Management Attack", UPENA- UiTM Publication, Shah Alam 2005. 

Rahmat Mohamad, 'Foreign Lawyers in Malaysia: Full Entry or Joint Ventures?" 

Malaysian Law Conference, November 2001 Malaysian Bar Council Publication. 

Rahmat Mohamad, "Establishing the criteria for an Effectiv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UiTM Law Review, 2000. 

R. Mohamad, "ASEAN Protocol on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 Rule based or 

Polit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w and Regulation, Sweet and 

Maxwell, London, 1998. 

Rahmat Mohamad, "GATS - Implication on Legal Profession and Leg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Malaysia" ASEAN Law Association Conference, Kuala Lumpur, 6 

Decemb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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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的论文选 

国际论文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sian African Perspectives, Legal Expert 

Workshop on Selected Top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Work,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Bangi, Malaysia, 28-29 November 2013. 

Economic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Symposium on Unilateral Sanc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sser Institute, The Hague, Netherlands, 11 July 2013. 

"Beyond ASEAN Way", Symposium on Building ASEAN Identity on a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United Nation University, Tokyo, Japan, 7-8 March 2013. 

"BRICS and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ing Growth in a Changing World: What Lessons can the BRICS Learn from 

each other’s?", New Delhi, India, 6-8 December 2012. 

"ICC an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ing Issue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Delhi, 24 

February 2012. 

The role of ICC in aiding National Prosecutions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Seminar on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Justice, Bond University, Gold Coast, Australia, October 2012. 

Siy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Islamic Law and Practi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Bangi, November 2009. 

Pursuing Meaningful Dialogues through Common Discourse - International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Discussant, the Second Bienni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Tokyo, 1-2 August 2009. 

FTA and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PQN Conference, 

Kuala Lumpur, February 2007. 

Humanitarian Laws in ASEAN, ICRC Seminar, Shah Alam, February 2007. 

"Transforming ASEAN Declaration 1967 to an ASEAN Charte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Law Conference, Canberra Australia, June 2005.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ASEAN: The Way Forward", Asian Law Institute 

Inaugural Conference, Singapore, 27 - 28 May 2004. 

"AFTA Model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Rule based or Power based?" 

University of Wales Law Conference, Greygynog, Wales, United Kingdom, 1997. 

"WTO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the Muslim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WTO, IKIM, 2001. 

"Dispute Resolution under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United Kingdom, 24 Apri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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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Malay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ASEAN Law 

Conference, Kuala Lumpur, December 1995. 

"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 and Its Impact on Trade Law in ASEAN." Fifth 

ASEAN Law Student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June 1993. 

"Business Failure in Malaysia", World Con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ENDEC, 

NTU- Peat Marwick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Cent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1992.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and Its Legal Implication", ASEAN Law 

Association (ALA) Conference, Manila, December 1992. 

国内论文 

'Malaysia Within ASEAN-ASEAN Charter,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its 

Neighbours and Enhancing Effectiveness of and Benefits for Malaysia in ASEAN, 

East Asia and ASEAN +3",Head of Missions Confere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uala Lumpur, 3 April 2007. 

Globalization: The Wisdom and the Folly of Open Sesame, 13th Biennial Malaysian 

Law Conference, 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Kuala Lumpur, 16-18 November 2005. 

Maritime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s: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he Littoral States, Seminar on Maritime Terrorism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 Organized by Ministry of Defence and UiTM, Kuala Lumpur (Joint Paper 

with Associate Professor Dr Musrifah Sapardi), 19 September 2005. 

Building an ASEAN Charter. Faculty of Law, UiTM Law Seminar Series, 5 August 

2005. 

Recen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s, Seminar on Law of War,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MINDEF, Port Dickson, Negeri Sembilan, 23-24 August 

2004. 

"Terror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Dimension: Idealism v Practicality", Seminar on 

Post management Attack, Ministry of Defence Malaysia, Kuala Lumpur, 16 December 

2004. 

"Defining Terror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on Terrorism, National University, 

Malaysia, Kuala Lumpur, 11 September 2004. 

"International Law, Law of War, Philosophy and Ethical Issues", Seminar on Law of 

War, Ministry of Defence Malaysia, Port Dickson, Negen Sembilan, 24 June 2004. 

"Right for a Nation to Live in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on the Right of a Sovereign 

State under Human Rights According to Islamic Perspective, Shah Alam, Selangor, 9 

August 2004. 

"Legal Dimension of Cyber Terrorism", Konferensi Gubalan Undang-Undang, Jabatan 

Peguam Negara Malaysia, Labuan,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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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Legal Practice and the Role of Law Schools in Malaysia", Symposium 

on Malaysian Legal Practice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Shah Alam, 29 June 2002. 

"Foreign Lawyers in Malaysia Full Entry or Joint Venture?" Malaysian Law 

Conference, November 2001.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and Its Legal Implication on Malaysia: 

An Overview."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Malaysia, January 

1995.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Legal Services in the Asia - Pacific Region: A New Outlook 

for Malaysian Lawyer." Malaysian Law Conference, Kuala Lumpur, November 1994. 

获奖/奖学金/奖项 

Darjah Sultan Ahmad Shah Pahang (DSAP) (2015 年)。 

Johan Setia Mahkota (JSM)-马来西亚国王授予的国家奖(2008 年)。 

银奖，Internationale Fachmesse Ideen-Erfindungen Neuheiten (IENA)，德国尼尔堡

(2007 年)。 

银奖，第 18 次国际发明、创新技术展览(ITEX)，吉隆坡(2007 年)。 

金奖，马来西亚技术博览会(2007 年)。 

获选参加美国国际访问年方案(2002 年)。 

马来西亚马拉工业大学杰出雇员奖(1994 年、2005 年)。 

ITM 学术人员奖学金(1995 年)。 

青年讲师奖学金计划奖(1985 年)。 

第一次马来西亚-新加坡大学间模拟竞赛获胜者(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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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姆契德·蒙塔兹(Djamchid Momtaz)(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15 年 11 月 5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蒙塔兹教授是一位杰出而重要的专家，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公认的

资格和能力。2000-2006 年期间，他两次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于 2005 年担

任委员会主席。蒙塔兹教授的简历附后，供进一步参考。 

…… 

简历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00-2006 年)和委员会主席(2005 年)； 

国际法教授，法律和政治学系，德黑兰大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法律顾问； 

国际法普通课程讲师，海牙国际法学院，2014 年； 

国际法学会成员； 

解决保密纠纷委员会成员，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海牙国际法学院董事会成员。 

高等教育和学位： 

公法博士学位(国家博士)，巴黎法律、经济和社会学大学(巴黎第二大学)，1971

年。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文凭，1968 年。 

法律学位，主修公法(公法学士)，巴黎大学法律与经济学学院，1966 年。 

教学任务： 

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1969-1974 年。 

国际高等研究院，巴黎法律、经济和社会学大学(巴黎二大)，1975-1976 年和

1987-1988 年。 

巴黎第十大学(巴黎西部南泰尔，拉德芳斯)，1985-1986 年、1990-1991 年、

1992-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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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孟戴斯-弗朗斯)，1989-1990 年。 

巴黎第十一大学(让·莫奈)，1995-1996 年、1997-1998 年。 

巴黎第十三大学(维尔达纳兹)，1995-1996 年、1997-1998 年、1999-2000 年。 

卡昂大学(下诺曼底)，1998-1999 年、1999-2000 年、2003-2004 年。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2000-2001、2004-2005 年。 

鲁昂大学，2004-2005 年。 

保罗塞尚大学(艾克斯-马赛第三大学)，2004-2005 年。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2005-2006 年。 

鲁昂大学(上诺曼底)，2005-2006 年。 

艾克斯-马赛第三大学(保罗塞尚)，2005-2006 年。 

巴黎政治学院法学院，2013 年。 

讲座 

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日内瓦，1991 年。 

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系，2000 年。 

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1984 年、1987 年、1988 年、

1990 年和 1991 年。 

军事课程方案，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意大利圣雷莫，2000 年 10 月。 

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里士多德大学，希腊塞萨洛尼基，1996 年 9 月第

25 届年会、1999 年 9 月第 27 届年会和 2002 年 9 月第 30 届年会。 

罗萨里奥大学，哥伦比亚波哥大。尼加拉瓜大学，马那瓜，2004 年 3 月。 

国际法律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2006 年。 

多边外交和国际事务管理培训方案，训研所，海牙，1991 年 7 月、2005 年 8 月、

2007 年 7 月。 

当代国际社会中的马格里布和中东，马德里阿拉伯之家哈恩大学，科尔多瓦大学，

西班牙，2009 年。 

区域联合国际法课程，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2012 年。 

国际法普通课程，海牙国际法学院，2014 年。 

国际人权研究所，法国斯特拉斯堡，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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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 

适用于海上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以执行关于促进《海

上武装冲突法》的行动计划，意大利圣雷莫，1993 年日内瓦，1994 年里窝那。 

国家执行《化学武器公约》法律专家委员会，德保罗大学法学院，伊利诺伊州芝

加哥市，海牙，1994 年。 

海洋划界工作。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联合国，纽约，1999 年 4 月 7

日至 9 日。 

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保护，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意大利圣雷莫，1999

年。 

起草《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政府间专家组，教科文组织，巴黎，2000 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联合人权与

环境问题专家研讨会，日内瓦，2002 年 1 月。 

科学学会： 

法国国际法学会 

国际法协会，海洋中立委员会。 

国际环境法理事会 

《国际人道主义法年鉴》编委会，(T.M.C.阿瑟尔研究所，荷兰)，1999-2010 年。 

《亚洲国际法学刊》编委会。 

《哥伦比亚国际法年鉴》科学委员会。 

伊朗《国际事务学刊》顾问委员会。 

国际人道主义法学院(圣雷莫) 

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塞萨洛尼基)。 

《空间和海洋资源论文集》科学审查理事会，论文集出版者是法国尼斯-索菲亚

安提波利斯大学的海上活动法律研究中心以及和平与发展权研究所，1995-2000

年。 

曾任职务： 

德黑兰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1979-1982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00-2006 年)，主席(2005 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国际顾问小组成员，2003-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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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成员，国际习惯法研究，1996-2004年。 

正式参加国际和区域政府间会议及国际机构：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二次至第十一次会议，1974-1982 年)以及国际海底管

理局筹备委员会和国际海洋法法庭，1984-1993 年。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年会：德黑兰，1974 年；开罗，2000 年；阿布贾，2002 年；

首尔，2003 年；巴厘，2004 年；内罗毕，2005 年；新德里，2006 年；开普敦，

2007 年，新德里，2008 年；吉隆坡，2009 年；Dar el Salam，2010 年；科伦坡，

2011 年；阿布贾，2012 年；德黑兰，2014 年；北京，2015 年。 

伊朗-伊拉克和平会谈，1988-1989 年。 

保护战争受难者国际会议，日内瓦，1993 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海牙，1993 年。 

研究促进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遵守该法的切实可行方法政府间专家小组，

日内瓦，1995 年。 

联合国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会议：第二届会议，纽约，1993 年；第

六届会议，纽约，1996 年。 

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第四十四至六十七届会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国际法院的法律顾问和辩护律师，咨询意见：在武装冲突中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1995 年 11 月。 

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罗马，1998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 

关于红十字和红新月徽记的协商会议，日内瓦，199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国际法院的法律顾问和辩护律师，石油平台案(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诉美国)2003 年 11 月 6 日判决。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审议大会，乌干达坎帕拉，2010 年。 

出版物 

1. 著作：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applicable aux conflits armés non internationaux, 

Receu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Tome 292, 2001,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The Hague/Boston/London, 2002. 

Rules and I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ut to the Test of Recent 

Armed Conflicts, with M.J. Matheson,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 Bost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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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著作中的章节： 

Les problèmes de la délimitation du plateau continental du Golfe Persique, i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Volume publish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Asian-African Leg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New Delhi, 1976 

L’Iran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in Aspects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Iran et de la 

France, Université de Téhéran, Centre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Téhéran, 

1976. 

Les détroits de l'Océan Indien et les grandes puissances, in Golfe Persique et Océan 

Indien; bilan et perspectives, Université de Téhéran, Centre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Teheran, 1977. 

L'evolution du droit de la mer de la Conférence de Genève de 1958 à celle de 1975, in 

Droit de la mer,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Paris, A. Pedone, Paris, 

1977. 

The high Seas, in René-Jean Dupuy 和 Daniel Vignes (编), Handbook o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Nijhoff, 1991。 

Les forces navales et l’impératif de sécurité dans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droit de la mer, in Essays on the Law of the Sea, Budislav Vukas (Edited by), 

Zagreb, 1985. 

Le statut juridique du Golfe Persique in Legal Regime of Enclosed and 

Semi-Enclosed Seas: the Particular Case of the Mediterranean, Budislav Vukas (编), 

Zagreb, 1988。 

Le statut juridique du Chatt-el-Arab, in Actualités juridiques et politiques en Asie, 

Etudes à la memoire de Tran Van Minh,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Paris, A. Pedone, Paris, 1988. 

La Commission préparatoire de l'Autorité internationale des fonds marins et du 

Tribunal du droit de la mer, in Droit de la mer 2,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Paris, A. Pedone, Paris, 1990. 

Les obligations des investisseurs pionniers enregistrés par la Commission 

préparatoire, de l'Autorité internationale des fonds marins et du Tribunal 

international du droit de la mer, in Essays o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n° 2, Budislav 

Vukas (编), Zagreb, 1990。 

The 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Self-Defence in The Iran-Iraq War: The Politics of 

Aggression, Farhang Rajaee (编),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3。 

A Commentary on Iranian Practice in The Iran-Iraq War (1980-1988) and the Law of 

Naval Warfare, Andrea de Guttry 和 Natalino Ronzitti (编), Cambridge, Grotius 

Publications Ltd, 1993。 

La juridiction larvée des Etats côtiers sur les stocks de poissons chevauchants et 

grands migrateurs situés au-delà de leurs zones économiques, in International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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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Dr. Najeeb Al 

Nauimi 和 Richard Messe (编),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Le régime de transfert des substances chimiques dans la Convention sur l'interdiction 

des armes chimiques,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and Elimina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a Breakthrough in Multilateral Disarmament,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Daniel Bardonnet (编),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 

Les Nations Unies et les Commissions d'etablissement des fai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s a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联合国国际公法大会论文汇编, 

New-York 13-17 March 1995, Kluwer International  Law, 1996。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598, in Iranian Perspectives on the 

Iran-Iraq War, Farhang Rajaee (编),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Nuclear Weapon-Free Zones in Africa and Asia, i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fortie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Volume,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Asian-African Leg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New-Delhi, 1997.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t 

Work, Martin Ira Glassner (编), Praeger, 1998.。 

Intervention des Etats-Unis dans les affaires iraniennes et la requête de l'Iran devant  

le Tribunal  des différends  irano-américains, in Sanctions unilatérales,  

mondialisation du commerce et ordre juridique  international, à propos des lois 

Helms-Burton et d'Amato Kennedy, Habib Ghérari et Sandra Szureck (sous la 

direction de), CEDIN Paris X Nanterr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Montchrestien, 1998.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armes de destruction massive, in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saurus Acroasium, vol. XXVII, Sakkoulas Publications, 

Thessaloniki, 1998. 

Le recours à l'arme nucléaire et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l'apport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Nuclear Weapons,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and Philippe Sands 

(编),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 Study of Multilateralism in Ira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ran-Iraq Conflict, in 

Multilateralism in Multinational Perspective. Viewpoints from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James P. Sewell (编),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La piraterie en haute mer et les infractions liées aux activités maritimes, in Droit 

international pénal, H. Ascensio, E. Decaux et A. Pellet (Sous la direction de) Cedin, 

Paris X Nanterre, A. Pedone, Paris 1st edition 2000, 2nd edition  2012. 

La compatibilité des sanction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avec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in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Vera Gowlland (编)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Hague/ London/ Boston, 2001。 

La libre navigation à l'épreuve des conflits armés, in La mer et son droit, Mélanges 

offerts à Laurent Lucchini et Jean-Pierre Quéneudec, A. Pedone, Pari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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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ctions de secours au cours d'un conjlit armé, in Studi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in 

Onore di Gaetano Arangio Ruiz, Editoriale Scientifica, Napoli, 2004. 

Article 36  de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in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Jean-Pierre Cot, Alain Pellet, Mathias Forteau (Sous 

la direction de), Third edition, Economica, Paris, 2005. 

Le régime de passage dans le détroit d'Hormuz in Europe and the Sea, Fisheries, 

Navigation and Marine Environment, Rafael Casado Raigon (编), Bruylant, Brussels, 

2005。 

Sécurité collective et droit d'ingérence humanitaire in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sécurité collective: droit, pratique et enjeux stratégiques, A. Pedone, Paris, 2005. 

Conflit armé n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des différents régimes juridiqu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other Legal Regimes: Interplay in Situations of 

Violence, Guido Ravasi, Gian Luca Beruto (编), Edizione Nagard, Milano, Italy, 2005。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 Assessment, in Custom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Law, Larry Maybee, Bennarji Chakka (编), ICRC New-Delhi, 

Asian African Legal Consultative Organization, 2006。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a répression des crimes internationaux, Bancaja 

Euromediterranean 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X 2006. 

De l'incompatibilité des amnisties inconditionnelles avec le droit international, in 

Promoting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Liber Amicorum, Lucius Caflisch, Marcelo G. Cohen (编),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La Convention sur la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culturel subaquatique, in Law of the Sea, 

Environment Law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 Liber Amicorum Judge Thomas A. Mensah, 

Tafsir Malick Ndiaye, Rüdiger Wolfrum (编),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Les règles et les institution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à l'épreuve des conflits 

armés récents, in Rapport de la section de langue française du Centre d'étude et de 

recherch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Non-Prolifera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through Export Control OPCW, Academic 

Forum, Ralf Trapp (编),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and TNO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2007。 

La participation directe des personnes civiles aux hostilités in Paix en liberté, 

Festschrift für Michael Bothe. Andreas Fischer-Lescano, Hans-Peter Gasser, Thilo 

Marauhn, Natalino Ronzitti (Hzsg.) Nomos-Dike Baden-Baden (Germany),2008. 

Le pavillon en temps de crise. Le pavillon dans l'engrenage de la lutte contre la 

prolifération des armes de destruction massive Le pavillo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Institut géographique de Paris, Ed. Pedone, Pari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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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nécessité de préciser la nature et le contour de certaines règles relatives à la 

protection des personnes civiles contre les dangers résultant d'opérations militaires in 

Studi in Onore di Umberto Leanza, Editoriale Scientifica, Napoli, 2008. 

L'adaptation du droit humanitaire à l'épreuve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motivées par la 

responsabilité de protéger, in La responsabilité de protéger, Colloque de Nanterre,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d. Pedone, Paris, 2008. 

L'exercice de la compétence d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à l'égard des crimes 

commis au Darfour in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Kalliopi K. Koufa, Aristotle 

Constantinides and Nikos Zaikos (编),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 

La lutte contre la criminalité en mer, in L'évolution et l'etat actue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Mélanges de droit de la mer offerts à Daniel Vignes, Rafael 

Casado Raigon et Giuseppe Cataldi (sous le direction de), Bruylant, Bruxelles, 2009. 

Attribution of Conduct to the State: State Organs and Entities Empowered to Exercise 

Elements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James 

Crawford, Alain Pellet and Simon Olleson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La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civile au cours des conflits armés, in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New Millenium, Thesaurus Acroasium, Vol. 

XXXIII, Sakkoulas Publications, Thessaloniki, Greece, 2010. 

Le  programme nucléaire de l'Iran et  le régime de non-prolifération nucléaire, in 

Looking to the Future.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r of W. Michael Reisman, 

M.H. Arsenjani, Jacob Katz Cogan, Robert D. Sloane, Siegfried Wiessner (编),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C.J. (与 Amin Ghanbari Amirhandeh 合作) in The I.C.J.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he Corfu Channel Case 

Karine Bannelier and al. (编) Routledge 2012。 

Créer une zone exempte d'armes nucléaires au Moyen-Orient: une mission impossible? 

in The 90th Birthday of Boutros Boutros -Ghali. Tribute of the Curatorium to its 

President, A Publication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Leiden, Boston, 2012. 

Tension entre gouvernance zonale et gouvernance globale dans la prévention et la 

répression des actes illicites en mer, i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o good Governance of the Oceans and Seas, Jose 

Manuel Sobrino Heredia (编)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Law of the 

Sea, Editoriale Scientifica, Napoli, Italy, 2014。 

Les obstacles politico-culturels à la coopération interétatique dans le Golfe persique 

et la mer Caspienne, in Diretto internazionale e pluralita delle culture, Giuseppe 

Cataldi e Valentina Grada (A cura de) Societa Italiana de Diritto Internazionale 18 

Editoriale Scientifica, Napoli, Ital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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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achement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au consensualisme judiciaire est-il 

sans faille? in Les limit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ssais en l'honneur de Joe Verhoeven, 

Pierre d'Argent, Béatrice Bonafè, Jean Combacau (sons la direction de) Bruylant 

Larcier, Bruxelles, 2014. 

Délimitation du plateau continental du Golfe persique: une entreprise inachevée, in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 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Lilian Del Castillo (编) Brill Nijhoff, 2015。 

3. 在期刊/年鉴发表的文章： 

Le fond des mers et des océans: dernière frontière de l’homme, Aprèsdemain, n° 149, 

Paris, décembre 1972. 

Vers un nouveau régime juridique des pêcheries adjacentes,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tome 78, Paris, 1974. 

Partager équitablement un patrimoine commun, Journal «Le Monde», Paris, 20 juin 

1974. 

Du droit de passage dans le détroit de Tiran, Revue égyptienn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0, 1974. 

La question des détroits à la troisième Conférenc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droit de la 

mer,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X, Paris, 1974. 

La mer et l'égalité entre les Etats, Iran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2, 

Tehran, 1975. 

Le régime de la navigation dans le canal de Suez, Iran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5-6, Tehran, 1976. 

Les ressources biologiques de l'Océan Indien : un nouvel enjeu économique, Iran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8, Tehran, 1976. 

Une conven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u golfe Persique contre la pollution, Iran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11-12, Tehran, 1978.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ans un monde hétérogène, Iran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13-14, Tehran, 1979. 

Le droit, la justice et les tyrans, Journal «Le Monde», Paris, 29 novembre 1979 

La Commission préparatoire de l'Autorité internationale des fonds marins et du 

Tribunal international du droit de la mer,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XX, 1984. 

La délimitation du plateau continental du Golfe Persique, Collection Espaces et 

Ressources maritim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n°3 1988. 

La Convention sur la répression d'actes illicites contre la sécurité de la navigation 

maritime, Ann 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XXIV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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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rontière irano-irakienne dans le Chatt-el-Arab,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Tehran, 1989.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marin du golfe Persique et de la mer d'Oman, 

Collection Espaces et Ressources maritimes, n° 4,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 

Le statut juridique de la mer Caspienne, Collection Espaces et Ressources maritimes, 

n° 5, A. Pedone,  Paris, 1991. 

Les règles relatives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au cours des conflits armés à 

l'épreuve du conflit entre l’Irak et le Koweit,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XXVII  1991. 

La conservation et la gestion des stocks de poissons chevauchants et grands  

migrateurs, Collection Espaces et Ressources maritimes, n° 7, A. Pedone,  Paris, 

1993. 

Le statut juridique de certaines îles éparses du Golfe Persique: Abou Moussa et la 

Petite et Grande Tumb, Collection Espaces et Ressources maritimes, n°8, A. Pedone, 

Paris, 1994. 

Les interprétations discordantes des dispositions de la Convention de Montego Bay : 

tracé des lignes de base droites et passage des navires de guerre dans la mer 

territoriale, Collection Espaces et Ressources maritimes, n° 9, A. Pedone, Paris, 1995. 

L'Accord relatif à la conservation et à la gestion des stocks de poissons chevauchants

 et grands migrateurs,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LI 1995. 

The Legal Regime of the Caspian Sea, Amu Daria the Irania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vol. I, no 2 Fall 1996. 

Quel régime pour la mer Caspienne ? Collection Espaces et Ressources maritimes, n° 

10, A. Pedone, Paris, 1996. 

Impermissibility of the Use or Threat of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 Case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与 Saeed Mirzaee 和 Javad 

Zarif 合作),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VIII, n° 1 Spring 1996。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rom Stockholm to Rio 

de Janeiro, in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5, Issue 3-4, 1996. 

La délégation par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exécution de ses actions coercitives aux 

Organisations régionales,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LIII 1997. 

Les règles humanitaires minimales applicables en période de troubles et de tensions 

intern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 831, septembre 1998. 

War Crimes in No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Under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M.C. 

Asser Press Vol. 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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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utte contre l'introduction clandestine de migrants par mer, in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A. Pedone, Tome IV, Paris, 1999. 

L'intervention d'humanité de l'OTAN au Kosovo et la règle du non recours à la forc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 Rouge, n° 837 mars 2000. 

La compétence complémentaire d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à l'épreuve des lois 

d'amnistie inconditionnelle, Die Friedens-War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 

Organization) Inhalt 78 (2003) 1 Heft 1 BWV. Berliner Wissenschafts Verlag Gmbh, 

2003. 

L'engagement des Etats à«faire respec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par les 

parties aux conflits armés, in Collegium n° 30, Summer 2004, College of Europe, 

I.C.R.C. 

Did the Court Miss an Opportunity to Denounce the Erosion of the Principle 

Prohibiting the Use of Force? Symposium Reflections on the ICJ's Oil Platforms 

Decision,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Number 29, Summer 2004. 

Impunité et amnistie: Analyse des concepts, Collegium n° 32, College of Europe 

I.C.RC, Summer 2005. 

La Convention-cadre de Téhéran su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de la mer 

Caspienn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LI 2005. 

Israel and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ICJ Advisory Opinion Concerning 

the Separation Barrier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M.C. Asser 

Press Vol. 8 2005. 

La protection des membres étrangers de l'équipage du navire par l'Etat du pavillon, in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A. Pedone, Tome XI 2006. 

La contribution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au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Brazi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 8, 

Janeiro 2010. 

L'apport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àla lutte contre l'impunité des pirates opérant au large 

des côtes de Somalie, in Annuaire du droit de la mer, A. Pedone Tome XV 2010. 

勋章： 

Neshan-e Danesh(知识勋章)2，伊朗，2005 年。 

学术界棕榈叶勋章，法国，2005 年。 

工作语文： 

波斯文、法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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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濑信也(Shinya Murase)(日本)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村濑信也，男，1943 年 4 月 4 日生于日本名古屋。 

现任职务：上智(Sophia)大学法律系法学名誉教授 

学历 

1961-1962 年：国际文化交流组织(AFS)交流学生，就读美国新墨西哥州 Artesia

高中 

1963 年：毕业于名古屋 Tokai 高中 

1967 年：获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学士学位 

1969 年：获东京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法学硕士学位 

1972 年：获东京大学法学研究生院司法学博士学位 

职业 

1972-1974 年：立教(St.Paul’s)大学法学院讲师 

1974-1982 年：立教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74-1976 年：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研究员 

1980-1982 年：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法律干事 

1982- 1993 年：立教大学法学院教授 

1993-2014 年：上智大学法律系教授 

1995 年：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1998-2004 年：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法官 

2009 年至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14 年至今：上智法律大学法律系名誉教授 

2014 年至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北京)客座教授 

2014 年至今：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学术团体 

(1) 国际 

1. 海牙国际法学院：董事会成员(2004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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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法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1999 年至今)  

3. 美国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成员(1992-1995 年) 

4. 国际法学会：协理会员(2011 年至今)  

(2) 国内 

1. 日本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成员(1988 年至今) 

2. 国际法协会日本分会：执行理事会成员(1992 年至今)：副主席(2009 年至今) 

3. 日本国际经济法学会：主席(2004-2006 年) 

4. 日本世界法学会：执行理事会成员(1988-2008 年) 

其他有关活动 

1. 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日本代表团法律顾问(1991 年、2009 年至今) 

2. 日本外务省外交政策评估小组成员(2002 年) 

3. 东盟区域论坛知名人士/专家小组成员(2002 年至今)  

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组主要撰稿人(2004-2007 年)  

5. 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业结构理事会处理未来气候变化的框架问题委员会成员和

代主席(2004-2009 年)  

6. 首相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问题咨询小组成员(2007-2008 年、2013-2014 年)  

7. 日本文部科学省南极地区研究活动总部理事会成员(2007-2013 年) 

8. 国际法协会有关气候变化的法律原则委员会主席(2008-2014 年) 

主要出版物 

(1) 日文著作(专著)： 

1. Kokusaiho no Keizaiteki Kiso (Economic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Yuhikaku, 

2001, 322页。 

2. Kokusai Rippo: Kokusaiho no Hogenro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shindo, 2002, 748 pages. (中译本译者Qin Yihe,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afety University Press, 2012, 400页) 

3. Kokusaiho Ronshu (国际法论文集), Shinzansha, 2012, 465页。 

(2) 日文著作(编辑)： 

1. Buryokufunso no Kokusaiho (武装冲突国际法), Toshindo, 2004, 895页(与Akira 

Mayama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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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ieiken no Gendaiteki Tenkai (当今的自卫权), Toshindo, 2007, 308页。 

3. Kokusai Keiji Saibansho (国际刑事法院), Toshindo, 2008, 360页(与Keiko Ko合编)。 

4. Kaiyo Kyokai Kakutei no Kokusaiho (海洋划界国际法), Toshindo, 2008, 22页(与

Junichi Eto合编)。 

5. Kokuren Anpori no Kinou Henka (安全理事会作用的变化), Toshindo, 2009, 200页。 

6. Henkakuki no Kokusaiho Iinkai (过渡中的国际法委员会，纪念中正山田大使文

集), Shinzansha, 2011, 564页, (与Koji Tsuruoka合编)。 

(3) 日文论文：大量论文、文章和司法评论(从略)  

(4) 英文著作： 

- International Law: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on Transboundary Issues,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0页。 

(5) 英文文章： 

1. "The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in Japan's Treaty Practice 1854-190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0, 1976, pp. 273-297. 

2.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f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25, 1982, pp. 45-66. 

3. "Trade versus Security: The COCOM Regulations in Japan", The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31, 1988, pp. 1-17. 

4. "Re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o Domestic Law of Japan", Proceedings of 

the 19
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Law, 1990, pp. 

263-272. 

5. "Remarks o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pp. 

409-413. 

6.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n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253, 1995, pp. 

283-431. 

7. "Unilateral Measures and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Simon Tay & Dan 

Esty, eds., Asian Dragons and Green Trade: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6, pp. 137-144. 

8. "Unilateral Measures and the Concept of Oppos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saurus Acroasium, Thessalonik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vol.28, 1999, 

pp. 397-454.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regarding Non-use of Force: The Case of NATO's Air Campaign in the Kos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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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of 1999", Liber Amicorum Judge Shigeru Oda, Kul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p. 1543-1553. 

10. "Conflict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de and Environment", Thessalonik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Relations, Thesaurus Acroasium, vol.31, 

2002, Thesaurus Acroasium, vol.31, Thessalonik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2002, pp. 297-340. 

11. "Thomas Baty in Japan: Seeing through the Twilight", The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3, 2002, pp. 315-342. 

12.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2. Issue 2, 2005, 

pp.18-38. 

13.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 Harald Hohmann(编)Agreeing Implementing the Doha Round of the W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91-419(再版上文第12篇)。 

14. "Unilateral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Self-defense or 

Law-enforcement?", in Sienho Yee & Jacque-Yvan Morin(编)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Edward McWhinney, Martinus Nijhoff, 2009, 

pp. 429-444。 

15. "Presence of Asia at 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 of 1907", Colloquium, 

Topicality of 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 of1907,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2009, pp. 85-101. 

16. "Protection of the Atmosphere and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in Miha 

Pogacnik(编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ber Amicorum in Honour of Ernest Petric, The European Faculty of Law, 

Slovenia, 2011, pp. 279-297。 

17. "Protection of the Atmosphere and International Law: Rationale for Codification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Sophia Law Review, Vol.55, No. 3.4, 2012, pp. 1-58. 

18. “保护大气层”，国际法委员会，第一次报告(A/CN.4/667)，2014年；第二

次报告(A/CN.4/681)，2015年。 

 

  

http://undocs.org/ch/A/CN.4/667
http://undocs.org/ch/A/CN.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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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恩·戴维·墨菲(Sean David Murphy)(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工作单位：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自 2012 年 1 月以来)。 

– 危害人类罪问题特别报告员(自 2014 年以来)。 

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 Patricia Roberts Harris 研究中心法学教授(正教

授，2004 年至今)(副教授，1998-2004 年)。 

– 教授国际法课程、美国外交关系法(先前教授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国际

商业交易课程)。 

– 哥廷根大学(2008 年)、巴黎第十大学(西郊南戴尔拉德芳斯)(2014 年)以及墨

尔本大学(2015 年)客座教授。 

– 美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2015 年至今)、顾问(2014-15 年)；执行理事会

(2001-2004 年、2014 年至今)、司法外联局(2002 年至今)。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编辑委员会成员(2000-2010 年)。 

– Journal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 Policy 编辑委员会成员(2010 年至今)。 

– 美国法学会成员(2012 年至今)。 

–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的公共国际法咨询委员会成员(1999 年至今)。 

– 国际法协会美洲分部成员。 

– 美国律师协会及其国际法分会成员。 

美国大使馆法律顾问，荷兰海牙(1995-98 年)。 

– 在国际法院受理的洛克比、伊朗空中客车、伊朗石油平台、巴拉圭(Breard)

以及核武器案件中抗辩/提交案情摘要。 

– 在伊朗-美国求偿法庭担任美方代理人，代表美国政府抗辩/提交案情摘要，

并帮助私人索赔者 

– 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担任美国代表 

– 参加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编纂协调私法工作的代表团成员。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律师(1987-95 年)： 

– 国际索赔和投资争议办公室(1987-89 年和 1994-95 年)：就合同和投资争议提

出诉讼和进行仲裁 

– 海洋、环境和科学办公室(1992-93 年)：谈判国际环境协定和国际知识产权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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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军事事务厅(1989-91 年)：解释外国援助立法、战争法和战争大国；谈判

军事协定。 

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Thomas A.Flannery法官的书记官(1985-86 年) 

学历： 

弗吉尼亚大学司法学博士(1995 年)。 

– 获得福特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 

– 对外关系理事会研究员。 

剑桥大学法学硕士(1987 年)。 

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博士(1985 年)。 

–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主编。 

– Harlan Fiske Stone 学者(每年)。 

– 帕克国际和比较法专业优秀生。 

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学士学位(1982 年)。 

– Phi Beta Kappa，极其优等。 

奖项： 

青年作者因杰出的学术而获得《美国国际法学报》1995 年 Francis Deák 奖(因 1994

年题为“Prospective Liability Regimes for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的文章而得奖)。 

A.B.A.1996 年杰出青年联邦律师奖。 

因对创造性学术成就作出卓越贡献而获得美国国际法学会 1997 年表彰证书(因

1996 年题为“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Evolving World 

Order”的书而得奖)。 

美国国务院优秀荣誉奖(1989 年和 1998 年) 

因高技艺而获得美国国际法学会 2003 年表彰证书(因 2002 年题为“United State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1999-2001”的书而得奖)。 

匹兹堡法学院第 14 次 McLean 年度世界法讲师(2005 年) 

最近在电视和电台节目出场的情况： 

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共广播新闻一小时；ABC 晚间新闻；McLaughlin 一对一对

话；加拿大电视台；美国之声电视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国际公共广播电台；

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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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已婚；有 3 个子女。 

部分国际诉讼 

Copper Mesa Mining Corp.诉厄瓜多尔共和国，常设仲裁法院案件号：2012：2，

华盛顿特区，2013 年 9 月(厄瓜多尔方面的专家)。 

适用 1995 年 9 月 13 日临时协议(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希腊)，海牙，2011

年 3 月(代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请求发表咨询意见)，海牙，

2010 年 7 月(代表科索沃)。 

损害赔偿审理(第二类索偿)(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

偿委员会，海牙，2008 年 5 月(代表埃塞俄比亚)。 

损害赔偿审理(第一类索偿)(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

偿委员会，海牙，2007 年 4 月(代表埃塞俄比亚)。 

圭亚那与苏里南之间的海洋边界争端，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法庭，华盛顿特区，

2006 年 12 月(代表苏里南)。 

关于使用武力、中部/西部前线及其他索偿案件(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

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海牙，2005 年 4 月(代表埃塞俄比亚)。 

有关后方的案件(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

海牙，2004 年 3 月(代表埃塞俄比亚)。 

有关中部前线的案件(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

会，海牙，2003 年 11 月(代表埃塞俄比亚)。 

有关石油平台案(伊朗诉美国)，案情实质阶段，国际法院，海牙，2003 年 3 月(代

表美国)。 

有关战俘的案件(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

海牙，2002 年 12 月(代表埃塞俄比亚)。 

Compañía del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S A.诉哥斯达黎加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

中心，华盛顿特区，1999 年 5 月(代表 Santa Elena)。 

洛克比空难事件引起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利比亚诉美

国)案件，管辖权阶段，国际法院，海牙，1998 年 2 月(代表美国)。 

1998 年 7 月 3 日空难事件案(伊朗诉美国)，管辖权阶段，国际法院，海牙，1996

年 2 月了结(代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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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平台案(伊朗诉美国)，管辖权阶段，国际法院，海牙，1996 年 12 月(代表美国)。 

西西里电子公司案(美国诉意大利)，国际法院，海牙，1989 年 7 月(代表美国)。 

出版物 

(可通过以下统一资源定位地址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网络查阅一些论文草稿

<http://ssrn.com/author=266471>) 

著作 

LITIGATING WAR：MASS CIVIL INJURY AND THE ERITREA- 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 (201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与Kidane和 Snider合著)。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A NUTSHELL (5th ed. 2013) (West) (与

Buergenthal 合著)。 

– 中文本(2005 年)。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2d ed. 2012) (West). 

UNITED STATE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VOLUME II. 2002-2004 

(20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STATE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VOLUME I： 1999-2001 

(200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EVOLVING 

WORLD ORDER (1996)(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案例汇编 

INTERNATIONAL LAW：CASES AND MATERIALS (6th ed. 2014) (West) (与

Damrosch 合编)。 

FOREIGN REL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LAW (4th ed. 2012) (West) 

(与 Franck、Glennon 和 Swaine 合编)。 

著作中的论文/章节 

“The Expulsion of Aliens (Revisited) and Other Topics：The Sixty-Six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0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将于

2015 年出版 )。 

“Reflections on the ICJ Advisory Opinion on Kosovo：Interpret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244 (1999)，”in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KOSOVO 

ADVISORY OPINION(Michael Wood 和 Marko Milanovic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将于 2015 年出版)。 

“The Crime of Aggression，”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533 (Marc Weller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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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ity Ratione Personae of Foreig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Topics： The 

Sixty-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0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 (2014). 

“Deconstructing Fragmentation：Koskenniemi's 2006 ILC Project，”27 Temple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Journa l293 (2013). 

“International Judicial Bodie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Between States，”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181(Cesare 

Romano 等人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What a Difference a Year Makes：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 2012 

Jurisprudence，”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1 (2013). 

“The Relevance of Subsequent Agreement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in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82 

(Georg Nolte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odification， Progressive  Development，or  Scholarly  Analysis? The Art of 

Packaging the ILC's Work Product，”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ESSAYS IN MEMORY OF SIR IAN BROWNLIE 29 (Maurizio 

Ragazzi 编) (Martinus Nijhoff) (2013)。 

“The Expulsion of Aliens and Other Topics：The Sixty-Four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0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4 (2013). 

“Jus ad Bellum，Values，and the Contemporary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41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0 (2013). 

“Counter-Claims，”in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A COMMENTARY 1000 (Zimmermann 等人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d ed. 2012)。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in THE RULES ， PRACTICE ， AND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11 (Chiara 

Giorgetti 编) (Koninklijke Brill) (2012)。 

“Aggression，Legitim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2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47 (2009). 

“The International Legality of U.S.Military Cross-Border Operations from 

Afghanistan into Pakistan，”in 85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109(U.S. Naval War 

College，2009)，and in 39 Israeli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281(2009). 

“Criminaliz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41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41 (2009). 

“Protean Jus ad Bellum，”27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2009)，and in  

A WISER CENTURY?，VEROFFENTLICHUNGEN DES WALTHER-SCHUCKING- 

INSTITUTS FUR INTERNATIONALES RECHT AN DER UNIVERSITAT KIEL 

183 (Thomas Giegerich 编，Duncker & Humblot，Berlin) (2009)。 

http://undocs.org/ch/S/RES/28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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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ternational Law Obligate States to Open Their National Courts to Persons for 

the Invocation of Treaty Norms That Protect or Benefit Persons?，in THE ROLE OF 

DOMESTIC COURTS IN TREATY ENFORC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61 

(David Sloss 编)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oping with Antinomies，”in 

THE SWORD AND THE SCALES：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46(Cesare Romano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volving Geneva Convention Paradigms in the 'War on Terrorism'： Applying the 

Core Rules to the Release of Persons Deemed 'Unprivileged Combatants，”75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105(2007)，reprinted in DETENTION AND OCCUPATION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Michael N.Schmitt & 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eds.，2012). 

“Interim Measures of Relief，”in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AT 

25：THE CASES EVERYONE NEEDS TO KNOW FOR INVESTOR-STATE &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t 75(Christopher S.Gibson 和Christopher R. Drahozal

编)(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he Doctrine of Preemptive Self-Defense，”50 Villanova Law Review 699 (2005). 

“Tak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to the Next Level，”43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389 (2005). 

“Self-Defense and the Israeli 'Wall' Advisory Opinion：An Ipse Dixit from the 

I.C.J ?，”9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2 (2005). 

“Assessing the Legality of Invading Iraq，”92 Georgetown Law Journal173 (2004). 

“International Law ， the United States ， and the Non-Military 'War' Against 

Terrorism，”1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47 (2003) 

“Liability and the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5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 62 (2003). 

“Terrorism and the Concept of 'Armed Attack' in Article 51 of the U.N. Charter，”43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41 (2002). 

“io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Law，”42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47 (2001). 

“Securing Payment of the Award，”in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AND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LAIMS RESOLUTION 

299 (David D. Caron & John R. Crook eds，2000)(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Amplifying the World Court's Jurisdiction Through Counter-claims and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33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5 (2000).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s，”48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45 (1999). 

http://undocs.org/ch/S/RES/110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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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部分转载见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23 

(Gregory H. Fox 和 Brad R. Roth 编，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gress and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93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7(1999). 

“Nation-Building：A Look at Somalia，”3 Tula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9 (1995). 

“Prospective Liability Regimes for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8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4 (1994). 

“The Security Council， Legitimacy，and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32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1(1994). 

“The ELSI Case：An Investment Dispute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6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91 (1991). 

“The Impact of Recognition of Foreign States on Litigation in U.S. Courts，”26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91 (1991) (与 Mary Beth West 合著)。 

“The Role of Bilateral Defense Agreements in Maintaining the European Security 

Equilibrium，”24 Cornel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5 (1991). 

部分在线材料 

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讲座，“危害人类罪”，可查阅：http：//legal.un.org/ 

avl/ls/Murphy_CLP.html# (Jan.22，2015) 

“Identifying the Rules for Identify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AJIL UNBOUND 

(Dec. 23，2014)，可查阅：http：//www.asil.org/blogs/identifying-rules- identifying-customary- 

international-law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65th Session (2013)，”OPINIO JURIS (Oct. 28，2013)，可

查阅：http：//opiniojuris.org/2013/10/28/international-law-commissions-65th- session-2013/ 

书评/短文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Rüdiger Wolfrum，ed 

2012)，”in 10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85 (2013). 

“James Crawford，Alain Pellet，& Simon Olleson eds.，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2010)，”in 106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85 (20 12). 

“Marc Weller，Contested Statehood：Kosovo'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2009)，” in 

42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443 (2011). 

“Alan Boyle & Christine Chinkin，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7)，”in 104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97 (2010). 

“Shabtai 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1920-2005(4th ed. 

2006)，”in 10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63 (2006). 

http://undocs.org/ch/S/RES/20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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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to“Lawyers and Wars ： A Symposium Issue in Honor of Edward 

R.Cummings，”38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01 (2006).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 I ENCYCLOPEDIA OF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465 (Dinah L. Shelton 编，2005) (Macmillan) 

“The Law of the Lands：Why US Courts Look Overseas，”Boston Globe,June 5,2005. 

“John Hart Ely，War and Responsibility(1993)，”in 88 American J.of International 

Law 843(1994). 

提交国际组织的报告 

“危害人类罪问题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交给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

七届会议，日内瓦(2015 年 5 月)，可查阅：http://www.un.org/ law/ilc/ 

“评价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国际赔偿责任制度”，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

法律专家讲习班，日内瓦(2001 年 4 月 9 日)。 

编辑的材料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Law，”93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1，470，628，& 879(1999)；id.，94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2，348，516，& 677(2000)；id.，9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32，387，626，& 873(2001)，id.，96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37,461,706,956(2002)；id.,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79,419,681, & 

962(2003)；id.,9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9,349,579 & 820 (2004). 

部分会议演讲/发言/评论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Future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Apr. 9，2015)，

Proceedings of the 109
th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将

于 2016 年出版) (专题讨论小组主持人)。 

“The Importance of Ukraine’s Security for Europ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Washington，D.C.(Feb.25，2015).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U.N. Regional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Africa，Addis Ababa，Ethiopia (Feb 2-3，2015). 

“Recent Developm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Regarding the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Conference on Year in Review：Key Decis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Law Offices of Chadbourne & Parke，

New York，New York (Jan. 22，2015) 

“Toward a Convention 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Vers une convention sur les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L’Université Paris Ouest-Nanterre la Défense，Paris，

France(Dec.11，2014)，由 LA REVUE DES DROITS DE L’HOMME 在线出版，可

查阅：http://revdh.revues org/。 

http://undocs.org/ch/S/RES/843(1994)
http://www.un.org/
http://undocs.org/ch/S/RES/879(1999)
http://undocs.org/ch/S/RES/677(2000)
http://undocs.org/ch/S/RES/873(2001)
http://undocs.org/ch/S/RES/956(2002)
http://undocs.org/ch/S/RES/96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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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and Arbitral Decisions：Recent Trends，”

由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赞助，纽约联合国总部(2014 年 10 月 29 日)。 

“Strengthen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Washington，D.C.(Oct.23，2014). 

“Russia and Ukraine：What’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Washington，DC (Aug. 28，2014).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toward Codification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Geneva，Switzerland 

(May 16，2014). 

“Aggression and the Use of Force，”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Apr. 11，2014)，108 Proceedings of the 108
th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4) 

“Treaty Survival，”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American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Washington，D.C.(Apr. 9，2014). 

“Punish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the 21
st
 Century，”University of Alabama Law 

School，Tuscaloosa，Alabama (Mar. 3，2014). 

“Does the World Need Mo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Legislation?”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

Washington，D.C. (Oct. 9，2013). 

“Grotian Moments and Accelerated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Washington，D.C.(Sept  10， 2013).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Tufts University Summer Program 

in Talloires，France (May 10，2013). 

“Unarticulated Premi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 2012 Jurisprud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Programme on Global Governance，Florence，Italy (Apr. 

27，2013). 

“Deconstructing Fragmentation： Koskenniemi’s 2006 ILC Project，”Temple Law 

School Workshop on the Scholarship of Martti Koskenniemi (Apr. 13，2013). 

“Techniques for Inter-State Dispute Resolution，”Korea University，Seoul，Korea (Mar. 

6，2013). 

“How International Law Can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Kore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r. 5，2013) and Korea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Mar. 6，2013)，Seoul，Korea. 

“The New Crime of Aggress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nternational Law 

Week，”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eb. 13，2013).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econd Obama Administration，”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Jan. 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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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Law Offices of Schellenberg 

Wittmer，Geneva (July 5，2012). 

“Challeng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nited Nations，”Columbia Law School 

(Apr. 13，2012). 

“Fact-Findmg before the Eritrea-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Mar. 30，2012)，106 Proceedings 

of the 106
th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37 (2012). 

“Litigating Statehood：Reflections on the Kosovo and Macedonia Cases at the 

I.C.J，”Fletch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ufts University (Mar 14，2012)；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ct. 24，2011)；

and Columbia Law School (Apr. 21，2011).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Beyond Treaties ： Possible Use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State Department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D.C. (Dec. 8，2011). 

“Strengthen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Law，”Brookings Executive Education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Washington，

D.C.(Dec 7，2011). 

“Use of Force Dec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Triumph or 

Tragedy?”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1st Annual Review of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Washington D.C. (Dec. 2，2011). 

“U.S. Attitudes to the World Court Over Time，”G.W.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thinking the U.S. Relationship，Washington，D.C. (June 3，2011). 

“Treaties Over Time. The Relevance of Subsequent Agreements and Practice For 

Treaty Law to Date and in the Future，”Joint Conference of Humboldt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Geneva，Switzerland(May 21，2011). 

“On the Rim of the Abyss.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 Neutralize a Potential Nuclear 

Threat，”ABA Section on International Law，Spring Meeting，Washington，D.C.(Apr.7，

2011).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as Adopted by the ICC First Review Conference：A Step 

Forward?”，Joint Conference of Humboldt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Potsdam，

Berlin，Germany (Oct. 15，2010) . 

“International Court Jurisprudence on the Use of Force：Comparing Georgia v.Russia to 

the Iran-U.S. Oil Platforms Case，”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n International Law，

Spring Meeting，Washington，D.C.(Apr. 15，2009).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aw，”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Mar. 26，2009)，103 Proceedings of the 103rd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65(2010). 

http://undocs.org/ch/S/RES/16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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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iz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Case Western University Law School， 

Cleveland，Ohio (Sept. 26，2008)；U.S. Department of Stat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Washington,D.C. (Nov. 7，2008)；Fletch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ssachusetts (Nov.14，2008). 

“The President's Understated Power to Appoint and Receive Ambassadors，”Vanderbilt 

Law School，Nashville，Tennessee(Sept.12，2008). 

“The Legality of U.S. Cross-Border Operations from Afghanistan Into Pakistan，”U.S. 

Naval War College(June 26，2008).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U.S.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Training 

Program on“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Washington，D.C.(May 14，2008). 

“Corporations，Crimes，and Transnational Law，”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Symposium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D.C. (April 8，2008) (主持人)。 

“The Legacy of Iraq：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Law，”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Apr.11,2008)，Proceedings 

of the 102nd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15 (2008). 

“Protean Jus ad Bellum，”Walther-Schücking-Instituts für Internationales Recht，

Christian-Albrechts University of Kiel，Germany (Nov. 9,2007)，and Temple Law 

School International Law Colloquium，Philadelphia，PA (March 27,2008). 

“State Courts and International Tribunals，”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Symposium on "Is There a New Common Law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ashington，D.C. (October 16，2007) (主持人)。 

“Hamdan and the Military Commissions Act of 2006：An Overview，”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Mar. 30,2007)，101 Proceedings of 

the 101st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339 (2007). 

“Strategies and Instruments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Societies，19th Annual Conferenc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D.C. (Mar. 16，2007) (主持人)。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oping with 

Antinomies，”Georgetow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Colloquium，

Washington，D.C. (February 23，2007). 

“What is International Law?”，Federal Judicial Center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Law 

& Litigation for U.S. Judges，Washington，D.C. (Nov.13,2006) & District of Columbia 

Superior Court Judges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May 4，2007). 

“Evolving Geneva Convention Paradigms in the 'War on Terrorism，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Symposium on "The New Face of Armed Conflict：Enemy 

Combatants After Hamdan v. Rumsfeld，Washington，D.C. (Oct 20，2006). 

“International Law Five Years After 9/11，”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anel for Capital Hill Staffers，Washington，D.C. (Sept. 1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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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trea's Invasion of Ethiopia：The Eritrea 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s Jus ad Bellum 

Award，”Addis Ababa University Law School，Addis Ababa，Ethiopia (May 22,2006). 

“Interim Measures of Relief：Ten Lessons from the Iran-U.S. Claims Tribunal's 

Jurisprudenc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D.C. (Mar 29，2006).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w as a Part of U.S. Law，”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by-Web (“Webinar”)(Mar. 9，2006)，可查阅：<http：//www.asil.org > 

“Reflections on the 2003 U.S. Supreme Court Term” ，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Mar 31，2005) (主持人)。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b. 23，2005 & March 7，2007). 

“Tak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to the Next Level，”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Washington，D.C.(Nov. 5，2004). 

“The Doctrine of Preemptive Self-Defense，”Tufts University Fletcher School of 

Foreign Affairs (Oct. 1，2004)，and Villanova Law School (Oct. 23，2004). 

“Comments on Senator George Mitchell's 讲座，”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Apr.4,2003)，97 Proceedings ofthe 97th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77(2003)。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London，United Kingdom (Nov. 28，2003).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egal System and Its Values，”Hague 

Join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Hague (July 5，2003)，

in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2003 HAGUE JOIN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391(2003) 

“Commentary on 'Peacemaking：The Interaction  of Law，Politics and Diplomacy，”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Apr. 4，

2003)，部分刊登在 Proceedings of the 97th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77(2003)(前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对讲话作评论)。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Haifa University Law School，Israel 

(Dec. 17,2002)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Tillar House，

Washington，D.C. (Nov. 1,2002).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China Reform Forum，Beijing， 

China (Jan. 14，2002)  

“The Concept of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Helpful?”，McGill University Workshop (Oct. 5，2001) 

http://undocs.org/ch/S/RES/177(2003)
http://undocs.org/ch/S/RES/391(2003)
http://undocs.org/ch/S/RES/17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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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ities and Practicalities of Reform to Addres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Apr. 20,2001),published with on-line journal American Diplomacy 

at <http://www.unc.edu/depts/diplomat/articles/hum_ intervention/hum_ 07_murphy.html> 

“The U.S. Lawyer-Statesman at Times of Crisis ： A Look at Colonial 

America，”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

D.C. (Apr  6，2001)，published  in part in Proceedings of the 95nd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Calibrating Global Expectations Regard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Joint Conference 

of Minda de Gunzburg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Kenan 

Institute for Ethics at Duke University，Cambridge，Mass.(Jan.18-19，2001). 

“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 Labor Claims Against Companies of the Axis 

Powers，”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U.S. Branch，Annual Conference，New York (Oct. 

27，2000). 

“Bio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ourth Annual J. B. and Maurice C. 

Shapiro Environmental Law Conferenc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Apr.13,2000). 

“The Intervention in Kosovo：A Law-Shaping Incident?”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Apr 8,2000),published in part in Proceedings of 

the 95nd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302 (2001).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Kosovo Crisis，”ABA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w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nual Conference，Washington，D.C. (Oct. 29，1999)，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U.S. Branch，Annual Conference，New York 

(Nov. 5，1999). 

“The ICC's Jurisdiction Over the Crime of Aggression，”International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New Orleans (Oct. 8，1999) 

“Does the World Need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urt?”Third Annual J.B. and 

Maurice C.Shapiro Environmental Law Conferenc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pr.15，1999)，刊登在 32 George Washing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conomics 333 (2000)。 

“The Bombing of Pan Am Flight 103：Examination of a Potential Criminal Trial in 

The Hague，”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D.C. (Dec. 1，1998).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Year 

Two Thousand，”26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15 (1995). 

“Executive Branch Implementation of Arms Control Treaties，”Proceedings of the 85th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483(April 1991) (主持人)。 

“Neutrality， the Rights of Shipping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Proceedings of the 82nd Annual Meeting，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592 

(April 1988) (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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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威廉·姆维布杜罗(Simon William M’viboudoulou)(刚果) 
 

[原件：法文] 

送文信 

致相关人士 

职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秘书长先生， 

 你在普通照会 LA.20.10.1 中通知联合国会员国政府将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

议上选举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为此请求提名。 

 刚果共和国政府在充分确保候选人诚信道德和法律专业学识的基础上提出

人选，简历附后，并在此先对考虑该提名人表示谢意。 

 刚果共和国政府非常重视联合国各机构成员尤其是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定

期轮换，以确保有效履行任务。国际法委员会的独特任务是编纂习惯国际法，其

载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仅保证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利，而且保证国家

主权平等和独立、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冲突。 

 刚果共和国政府更加坚信，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需要人们全方位的专业知

识，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实现国际合作。 

 在这方面，刚果共和国政府回顾，我国一向促进关于上述全球问题的讨论，

特别是与人权有关的问题。 

 因此，刚果共和国连续两届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同时本国即将参选国际法

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曾出色就任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2011-2013 年)。 

 事实上，在他任职期间，刚果共和国政府在保护和促进土著人民权利方面取

得了显著进展，包括： 

 2011 年 2 月 25 日颁布了关于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的第 5-2011 号法

令； 

 拟定了实施 2011 年 2 月 25 日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第 5-2011 号法

令的条例草案； 

 于 2011 年 4 月主办了第二次中非土著人民国际论坛； 

 为刚果境内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组织和举办研讨会-讲习班，提高对土

著人民权利的认识(2012 年)； 

 参加危地马拉境内庆祝玛雅历法周期结束的活动，2012 年 12 月 17 日

至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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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拉柴维尔举办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前期会议，2013 年 3 月 11

日至 14 日； 

 积极参加常设论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十届(2011 年)、十一届

(2012 年)和十二届(2013 年)年会的工作； 

 开展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专题研究； 

 周而复始地举办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庆祝活动。 

 刚果共和国政府牢记联合国机构不同职位候选人的提名标准，谨在此荣幸地

提名西蒙·威廉·姆维布杜罗先生。 

 该候选人是一名资深法官，自 2008 年 5 月以来一直担任司法部国际法律事

务与合作司司长，其人品、正直以及在国际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经验更使他的履

历锦上添彩。 

 他曾在国际法院(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审查会议(乌干达坎帕拉，

2010 年 5 月至 6 月)和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上执行重要任务。 

 这些成就应保证他胜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工作。 

 刚果共和国政府谨借此机会表达对联合国秘书长的敬意。 

 一. 个人信息 
 

姓名：西蒙·威廉·姆维布杜罗 

出生日期：1961 年 2 月 12 日，刚果 Kiéni  

性别：男 

国籍：刚果 

婚姻状况：已婚，6 名子女 

 二. 现任职务 
 

1) 审计和预算纪律法院检察长 

2) 司法、掌玺和人权部国际法律事务与合作司司长 

 三. 资历 
 

 资深治安法官，3 级；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2011 - 2013 年； 

 刚果海商法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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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技能(微软 Word、Excel、PowerPoint 和 Publisher)； 

 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工作语言，能用这两种语言交流。 

 四. 专业技能和知识专长概述 
 

候选人有以下技能： 

 司法实践(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和案件裁定)； 

 解释国际法律文书(人道主义法、难民权利、土著人民权利)，并帮助其本地

化； 

 评估和起草法律和法规； 

 法律咨询服务和仲裁与国际海上贸易有关的纠纷； 

 起草和谈判国际文书(双边和多边)； 

 批准和实施有关文书的准备和后续工作； 

 计算机技能和新的通信技术。 

 五. 专业经历概述 
 

 候选人在刚果司法部门服务了 26 年，期间具备担任以下职位的资格： 

 Pointe-Noire 高等法院法官(1989-1992 年)； 

 Pointe-Noire 高等法院调查法官(1992-1997 年)； 

 Dolisie和Owando两刑事法院的院长(分别为1998-1999年和 1999-2009年)； 

 布拉柴维尔上诉法院刑事分庭庭长(2009-2013 年)； 

 审计法院检察长(2013 年 7 月至今)。 

他具备以下经验： 

(a) 法官 

 观察并深入研究造成冲突的原因； 

 精通揭示真相的调查技术和程序； 

 能够研究法院判决的依据(国际条约、法律的一般原则、国际惯例、法律、

准备性文件、判例、主要作者的理论)； 

 在解决问题时以及在大会辩论和审议时的论证技术； 

 指导实习生、共事的法官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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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司长 

自 2008 年 5 月起，该候选人在司法、掌玺和人权部长内阁中担任国际法律事务

与合作司司长职务。 

他在国际法方面的确凿经验证明他有能力执行以下任务： 

 审查和分析提交给主管部门的案件； 

 起草简报； 

 起草司法部长给部长理事会的函件； 

 批准国际法文书的准备和后续工作； 

 总结讨论并起草议事录、记录和报告； 

 指导工作人员； 

 细致准备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谈判国际法律文书； 

 参加国际组织的工作。 

 六. 语文 
 

 法文：口语和写作能力出色。 

 英文：口语和写作能力良好。 

 七. 出版物清单 
 

该候选人对刚果和国外的学术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

国在内。他的出版物包括法律领域中的下述著作和讲座： 

 L'égalité des filiations en droit positif congolais, diploma of magistracy 

thesis, Marien Ngouabi University, 1988; 

 Les obligations des assujettis au registre de commerce et du crédit mobilier, 

在关于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专题讨论会上宣讲，Pointe-Noire, Congo, April 

2010； 

 L'éta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son impact sur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mettant en scène des Etats africains, 在美国加州金门大学宣讲，February 

2012； 

 Etude sur la formulation de la stratégie et le plan d'action national pour 

la protection des personnes déplacées intern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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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protection des écosystèmes et la problématique de la survie des peuples 

de forêt: cas des populations autochtones du Bassin du Congo, 研究由国际

劳工组织出版，January 2014。 

 Basiques et enjeux de la consultation juridique d'affaires, 付印。 

 八. 补充信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制定刚果共和国农村能源部门国家发展战略

法律部分的国家顾问，2007-2008 年；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的联合研究刚

果共和国境内贩运人口问题的国家顾问，2013 年 3 月至 7 月；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顾问，2012-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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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红操(Nguyen Hong Thao)(越南) 
 

[原件：英文和法文] 

 2015 年 12 月 3 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阮红操教授在潘提翁-索邦巴黎第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有身为国际法教授

的丰富学术生涯，用英文、法文和越南文撰写了国际法方面的各种论文和著作章

节，主要是海洋法、解决边界争端、养护和管理海洋资源。他是许多专业协会的

积极成员，包括亚洲国际法学会、《亚洲国际法学刊》编委会和《亚洲国际法年

鉴》咨询委员会。随信附上阮红操教授的英文和法文版简历。 

阮红操教授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为自己确立了作为一名杰出外交家和政府高级

法律顾问的地位。如今他担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科威特国大使，之前担任驻

马来西亚大使(2011-2014 年)。在此之前，他是越南国家边界委员会副主席。阮红

操教授有着执行国际法方面的多年实践经验，代表越南参加过各种边界和海域划

界谈判。 

越南政府十分重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并相信阮红操教授大使一旦当选，将会

以其丰富的专业学识和经验，不遗余力地支持委员会的工作，为国际法的逐渐发

展和编纂作出贡献。 

…… 

简历 

阮红操，1957 年 12 月 1 日生于越南太平省。越南籍。已婚，有 2 个孩子。 

专业领域：海洋法；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国际法院和法庭；国际组织、联合国；

环境法；东亚；东南亚；中东. 

语文：越南文、英文和法文。 

主要成就 

越南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主要学术专业为国际公法、海洋法、国际组织和环境法，

在以下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国际法在越南的适用和发展；有关公平原则的研究，在

解决区域海洋争端方面成功适用了单一海洋划界或联合开发的原则。 

在以下谈判中担任越南谈判小组的首席谈判代表/谈判代表：2008 年越南与中国

关于陆地划界的条约；2006 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关于陆

地划界的条约；2005 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柬埔寨王国就 1985 年划界条约的

续订条约；2003 年印度尼西亚-越南关于大陆架的协定；1997 年泰国-越南的海洋

边界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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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下述法律的国家顾问：2012 年越南海洋区法律；1990 年和 2005 年海事法；

1994 年和 2004 年环境保护法；2003 年渔业法；1993 年和 2000 年石油法；1998 年

和 2008 年海事警察条例。 

在国际机构赞助的一系列项目中担任环境机构和立法工作的国家顾问和地方顾

问小组组长，如：编号为 PIMS 3684 的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环基

金/开发署)项目，加强多边发展外交的能力，开发署，2006 年；《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国家执行计划，2004-2005 年；越南政府/亚洲开

发银行，TA 3830-VIE：评估和加强沿海管理机构，2003 年；亚洲开发银行(亚行

5712-REG)：南中国海沿海和海洋环境管理，第 2 阶段，1998-2000 年；越南，有

害废物管理，国家环境署和亚洲开发银行，1997-1998 年…… 

1997 年起作为越南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纽约举行的《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1989-2010 年参加有关管理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讲习班。 

荣誉和奖项 

2012 年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席劳动工程勋章三等奖 

2007 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友谊勋章 

2005 年 柬埔寨王国友谊勋章 

2000 年 因以下最佳论文而获得摩纳哥海洋经济法研究所颁发

的 INDEMER-2000 奖：Le Vietnam face aux，problèmes 

de l'extension maritime dans la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

(Vietnam faces to the problem of seaward ext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1 000 pages，Septentr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Villeneuve d'Ascq，France，1997。该论

文以法文发表，标题如下：Vietnam et ses différends 

maritimes dans la mer de Bien Dong (Mer de Chine 

Méridionale) (Vietnam and its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stitut du droit Economique de la mer，

Pedone，2004，334 pages. 

专业和学术职务 

2014 年至今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科威特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9 年至今 越南外交学院副教授 

2011-2014 年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2007-2011 年 外交部国家边界委员会副主席 

2005-2007 年 外交部国家边界委员会西部边界司司长 

2000-2005 年 外交部国家边界委员会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1996-2000 年 总理办公室边界问题委员会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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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关系  

2015 年至今 越南国际法协会成员 

2007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学会会员 

2007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学会理事机构成员 

1998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发展协会成员 

1996 年至今 防止和管理东亚海洋污染全球环境基金/开发署/海事组

织区域方案海洋污染法律方面问题区域网络成员 

 越南法学家协会会员 

1989-1991 年 越南海洋保护协会秘书 

1989 年至今 越南自然与环境保护协会成员 

 越南海洋保护协会成员 

咨询和编辑委员会成员 

2007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2001 年至今 《亚洲国际法年鉴》咨询委员会成员 

客座学术职位  

1999 年 3-4 月 法国丹尼斯·狄德罗巴黎第七大学 

学历  

1999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学习和研究中心国际海运法课程 

1993-1996 年 法国巴黎潘提翁-索邦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 

1991-1993 年 法国巴黎潘提翁-索邦巴黎第一大学，国际法和国际组

织理科硕士学位 

 法国巴黎大学索邦高级学院，考古学、历史和哲学理科

硕士学位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和环境法培训课程证书 

1988 年 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国际法和环境法培训课程 

1976-1982 年 苏联巴库航海学院，海洋工程和航海学士文凭 

主要出版物 

著作 

1. Le Vietnam et ses différends maritimes dans la mer de Bien Dong (Mer de 

ChineMéridionale) (Vietnam and its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 du droit Economique de la mer，Pedone，2004，33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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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hung dieu can biet ve Luat bien (Knowledge on the Law of the Sea)， 329p. Ed. 

Popular Police，Hanoi，Vietnam，1997. 

3. Giao trinh Luat quoc te (International Laws Textbook)，University of Hue，

Vietnam，1997，450 p. 

4. Luat bien (Law of the Sea)，University of Hue，Vietnam，1997. 

5. Toa an Cong ly quoc t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Ed. Chinh Tri Quoc Gia，1999. 

6. Bao ve moi truong bien - Van de va giai phap (Marine protection in Vietnam - 

problems and solutions)，Ed. Chinh Tri Quoc Gia，2004. 

7. Toa an Luat bien quoc t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Ed.Justice，2006. 

8. Viet Nam va Hoi dong bao an LHQ (Vietnam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Ed. 

National Politics，2008. 

9. Cong uoc Luat bien va chinh sach bien Viet Nam (UNCLOS 1982 and Vietnam 

Marine Policy)，Ed. Chinh Tri Quoc Gia，2008. 

10. Bien gioi dat lien Viet Nam - Trung Quoc (Vietnam-China Land Boundary)，

co-author，Ed. National Politics，2011. 

著作章节和同行审议的论文 

英文撰写 

1. The Vietnam and the law of the Sea 1982，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 

9-10/1997. 

2. Thailand-Vietnamese boundary agreement，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V. 5， 

N. 3，Autumn 1997，p. 74 - 78. 

3. The Spratly islands question surfaces again，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 

1/1998，V.4，N.41，p. 22-27. 

4.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and the sea delineation between Vietnam and Thailand， 

Vietnam social sciences，3(65)/1998，p. 43-52. 

5.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arine Policy in Vietnam，Maritime Studies，N. 

101，July/August 1998，p. 15-26. 

6. China's maritime moves raise neighbors' hackles，Vietnam Law & Legal forum 

July/1998，vol.4，No 47，tr. 23-25. 

7. The ordinance on the Vietnamese coast guard，Maritime Studies 12/1998. 

8.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Gulf of Thailand，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Vol.7 

N.3，Autumn 1999，p. 79-88. 

9. The China-Vietnam Border Delimitation Treaty of 30 December 1999，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Vol. 8 Number 1，Spring 2000，p. 87-90. 

http://undocs.org/ch/A/RES/10/199
http://undocs.org/ch/A/RES/1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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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Bac Bo (Tonkin) Gulf，Vietnam Law & Legal 

Forum January 2001 vol.7 No 77，p. 15-18. 

11. Vietnam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 32，number 2 (2001)：p.105-130. 

12. On the Bill on the National Boundary，Vietnam Law & Legal Forum，March 2003，

vol.9 No 103，p.22-25. 

13. The 2002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s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34，N.3-4/2003，p. 279-287. 

14.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in the Asia Pacific- Who is 

responsibl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vol.19 N.1 March 

2004，ISSN 0927-3522，p. 71-85. 

15. The new legal order in the Tonkin Gulf，Vietnam Law & Legal Forum July 

2004-N0.119，p.9-15. 

16.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Tonkin Gulf，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Nov. 2004，vol. 11-N0. 123，p. 2-12. 

17. Nguyen Hong Thao， Hoang Hai Oanh，Ten years'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Vietnam，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 

vol. 11 – N0.123，November 2004，p. 2-12. 

18. Nguyen Hong Thao，Hoang Hai Oanh，Implementation of Vietnam-China 

Agreement on Fishery cooperation - one year in retrospect，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Vol.36 N0. 1/2005. 

19. Ramses & Nguyễn Hồng Thao，The management of Vietnam border's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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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The Black Sea: A Case Study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M. H. Nordquist, J. N. 

Moore and S. Mahmoud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and Law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237 (Martinus Nijhoff 2002); 

 "The Black Sea: Reg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 169 Turkish Review of Eurasian Studies (Istanbul 2002); 

 "Oil and Water: Oil and Transportation Challenges," in M.H. Nordquist and J.N. 

Moore (Eds), Proceedings Current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Martinus Nijhoff, 2001);  

 "User Fees for Straits" in Bayram Ozturk and Nesrin Alga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Seas, (Istanbul TUDAV) May 

2001. 

国际专题讨论会和会议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Black Sea and the 1936 Montreux Convention," UC 

Berkeley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Ocean Law and Policy: Tw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UNCLOS Regime,19-20 September 2014, Madrid. 

 "ITLOS Advisory Opinion #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Hawai'i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17 December 2013, Honolulu, H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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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g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Black Sea and 

Mediterranean Sea," 40th International CIESM (Mediterranean Science Commission) 

Congress, 28 October-1 November 2013, Marseille, France 

 "IUU Fishing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cience, Technology, 

and New Challenges to Ocean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UC Berkeley, 10-12 October 

2013, Berkeley, California; 

 "The Future We Want: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and building capacity in 

environmental law,"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Rio +20 and Biodiversity, A Tribute to 

Ambassador Luiz Alberto Figuierdo Machado, April 26, 2013, Brasilia, Brazil; 

 Offshore Activities Seminar, 30 May 2013, IDDRI, Science Po, Paris, France; 

 Panel moderator, "Stepping out of the politics: Legal solutions to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Asian seas,"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 3-7 

April 2013, Washington, D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 economic 

activities at sea," Workshop Safety and security aspect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t sea 

(COST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March 2013, 

University of Glasgow, Scotland; 

 "Perspectiv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Aegean Sea," Workshop on States 

Practices of Archipelagic Waters," National Institute on South China Seas, Feb. 28, 

2013, Haikou, China; 

 "PSSA for the Black Sea," An International Law Symposium in Tribute to Professor 

Jon Markham Van Dyke,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Hawai'i, 30 Jan.-2 Feb. 2013 (出版在即); 

 "Governance of Straits Used in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UNCLOS at 30,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2-23 November, 2012, Belfast, UK 

(publication forthcom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nclosed and semi-enclosed seas under Article 123 of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30 Years of Signa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Law of the Sea, Porto, Portugal, 15/17 

November 2012 (publication forthcoming); 

 "Environment and Trade," WTO Regional Trade Policy Course- Ceecac - Istanbul, 5 

Oct. 2012 

 ''Regional Sea Approaches to Marine Conservation: the positive experience from the 

Mediterranean and Yellow Seas," IUCN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Jeju, South 

Korea, 7 September 2012; 

 "Adopting Green Practices in Response to Oil Spills in Three Regions: the Black 

Sea," IUCN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Jeju, South Korea, 7 September 2012; 

http://undocs.org/ch/A/RES/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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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P-GEF Medium-Size Project: Applying an ecosystem-based approach to 

fisheries management Focus on seamounts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Management Workshop, 16-17 July 2012; 

 "The UNEP Regional Seas Programme: Bridging the Governance Gap," 10th Annual 

Colloqu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Law, Global Environmental Law at a Crossroads, July 

1-5, 2012, University of Maryland Francis King Carey School of Law, Baltimore, 

USA; 

 "1982 UN CLOS + 30: Confronting New Complexit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in the High Seas" -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March 2012; 

 Global Coasts Challenges (IUCN), Zanzibar, Tanzania, 5-9 March 2012;  

 “International seminar: Towards 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oss-sectoral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UCN, 

Agences des Aires Marine Protegees, IDDRI Science-PO, 9-21 September 2011, 

Nausicaa, Boulogne-sur-Mer, France;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Straits Used in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Is International Law Meeting the Challenge," 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Turkey, 9-11 September, 2011;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MAP Workshop, Athens, 3-4 

March 2011; 

 "Improved Governance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Sea," IUCN Oceans Specialist 

Group, Istanbul, Turkey, 16-17 March 2011; 

 Oil Spill Prevention in the Caspian, "Oil Spill Prevention: Legal Framework," Astana, 

Kazakhstan, 17-19 February 2011; 

 "Shipping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KMI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Washington D.C., 1-2 December 2010; 

 "The regime of International Straits" at the Conference Institutions and Regions in 

Global Oceans Governanc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terranean", IUCN Workshop on the Improved 

Governance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Procida, Italy, 30 Sept- 3 October 2010; 

 Pacem in Maribus XXX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ceans, Climate Chang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o Oceans & Coastal Cities, International 

Oceans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2-4 September 2010; 

 "Comment la coopération régionale peut-elle contribuer  à la prévention, réduction 

et à la gestion du risque ?”, Prévention des risques majeurs environnementaux en 

Méditerranée : routes et territories, 27-28 Nis 2010, Université Nice - Sophia 

Anti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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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water Horizon and legal implications for the Black Sea", Black Sea 2
nd

 Oil and 

Gas Summit (BSOGS 2010), 13-14 May, 2010, Istanbul;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Case Studies in Coastal and Marine Law and 

Management", Panel moderator, Fifth Global Oceans Forum, UNESCO, Paris, 3-7 

May 2010; 

 Governance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Today 

Workshop, Co-Director, MRM 11th Mediterranean Meeting, 24-27 March 2010, 

European University, Florence;  

 IUCN Workshop on "Towards an improved governance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21-24 January 2010, Istanbul; 

 "Shipping and Improving Biodivers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5th Port-Cros 

Symposium, 7-9 October 2009, Porquerolles, France; 

 "Improving governance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European Maritime Day - Rome, 

Palazzo Colonna, 18-20 May 2009; 

 "Maritime zones and good Govern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marin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ILDA, Lisbon, Portugal, 20-22 May 2009; 

 "The Black Sea: A time for change", World Ocean in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for 

Marine Reg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ine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slo, 21-23 August 2008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Workshop on "Maritime traffic 

effects on biodivers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22-24 September 2007, Istanbul; 

 "The Black Sea Legal Reg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What is 

Missing?" ICE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Black Sea Ecosystem, 24-26 May 2007, 

Venice; 

 "Problems of compliance with the Barcelona Convention and its Related Protocols", 

Seminar on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Barcelona Convention and its Protocols" 

MIO-ECSDE, 26-27 October 2006, Athens; 

 "Security of Transporting Caspian Oil in the Black Sea and Turkish Straits'', National 

Security, Natural Disasters,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Assessing the Risks and 

Responses,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and GS-Consortium, 25-26 September 2006, 

Rhode Island; 

 "Transport of Caspian Oil to Western Markets" Guest Speaker at University of 

Columbia,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19 September 2006. 

 "The Impact of Oil Transportation on the Black Sea", 1
st
 Biannu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f the Black Sea Commission "Black Sea Ecosystem 2005 and Beyond", 

May 8-10 2006,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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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ping in the Black Sea: Quality in the making?" 4
th

 International Caspian and 

Black Sea Transport Conference, 27-28 April 2006, Istanbul; 

 "Shipping, Environment and the Black Sea" 3rd International Caspian and Black Sea 

Ecology Summit Istanbul, 24-25 November 2005; 

 "The Impact of the IMO rule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Turkish Regulation on 

navigation regime through the Turkish Straits"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urkish law on ship's reporting and vessel traffic service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Turkish Undersecretariat for Maritime Affairs and th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upport to enhancement of Maritime Safety in Turkey- Twinning Project between 

Spain and Turkey, held 28- 30 June 2005 in Istanbu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Black Sea "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Earth with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novations, Inventions and New Technologie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Greece, University of Istanbul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eld in Istanbul 8-11 June2005;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Bringing Caspian Oil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pen Institute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Islam: Challenges for US Policy, Istanbul 

Turkey 3 June 2005;" A Projec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Damage for the 

Black Sea and Mediterranean Sea Ecosystem"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Law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Forum of Judges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ICEF, Ostia Antica, 27-28 May 2005; 

 "The New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 Law of the Sea Issu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Xiame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ch 2005;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Black Sea: Shipping and Oil Transportation" 

Caspian Ecology Conference, Panelist, "Istanbul (25-26 November 2004);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Black Sea," Third IUCN World Congress 17-25 

November, Oceans Governance Group"; 

 "The Need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 Black Sea a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Regions" 

International Meeting Protection of the Black Sea-Mediterranean Ecosystem, October 

2004, Venice; 

 "Legal regime of the Turkish Strait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Pilot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Istanbul (28 June-2 July); 

 "Impact of the ISPS Code on the 1998 Turkish Straits Maritime Traffic Regulations 

and Navigational Rights" Turkish Naval Academy Symposium on Law of the Sea, 

Ankara (22-23 June 2004); 

 International Energy Policy, the Arctic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LP Conference, 

Panel Chairperson, St. Petersburg (24-26 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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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 Sea and Oil Transportation", International Ecology Symposium, Burgas 

Bulgaria (7- 11 June 2004); 

 "EU Policy for Energy Transportation in the Black Sea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25-27 May 2004; 

 "Turkish Straits and Safety", Lloyd's Black Sea Shipping Conference, Sofia Bulgaria. 

(3-4 November 2003); 

 The Turkish International Ship Registry" 24
th

 Annual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9 September 2003; 

 "Marine Protected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Time Before and Time After 

Unresolved Issues and New Challenges to the Law of the Sea, Hellenic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Rhodes (20 July 2003); 

 Black Sea: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14 May 2003); 

 "Caspian Oil and the Turkish Strait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Washington DC (March 1
st
 2002); 

 "The Legal Regime of the Turkish Straits" A Tale of Three Seas: Caspian Oil 

Conference, 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 (CERA), Istanbul (June 2001); 

 "Transportation of Caspian Oil to Western Markets: The Turkish Rol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Istanbul, 13 April 1999. 

语文：英文、土耳其文和法文，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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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桑·夸扎尼·恰迪(Hassan Ouazzani Chahdi)(摩洛哥) 
 

 [原件：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2016 年 3 月 4 日摩洛哥王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摩洛哥王国政府相信，扎尼·恰迪先生丰富的资历、能力和过硬的专业学识将为

国际法委员会从事的重要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 

哈桑·夸扎尼·恰迪 

法学教授 

卡哈桑二世大学(卡萨布兰卡) 

学历 

巴黎第一大学(潘提翁-索邦)法学博士      1977 年 

(论文获 Georges SCELLE 奖)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索邦)政治学研究生学位    1970 年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索邦)公法研究生学位    1969 年 

法律系(拉巴特)法律学位       1967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学习与研究中心证书     1979 年 

法律系(拉巴特)专业律师证书      1970 年 

学术、专业和相关背景 

高校教授           1978 年- 

制定《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摩洛哥代表团成员  1981 年，冈比亚班珠尔 

法律系(卡萨布兰卡)公法部负责人     1984-1986 年 

保险与社会福利司司长        1986-1994 年，由已故国

王哈桑二世任命，财政部(拉巴特) 

制定保险法规项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87 年 

摩洛哥国际研究协会委员会成员      1984-1994 年 

摩洛哥行政学协会主席        1986-1990 年 

直布罗陀海峡固定通道项目法律委员会成员   1987-1993 年 

布鲁塞尔国际行政学会非洲分会副主席    1989-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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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培训和研究股负责人      1998-2003 年，法律系

(卡萨布兰卡) 

由总理任命的负责研究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 

累积职能问题协商委员会成员      1999 年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经委)和非洲发展 

管理训练研究中心(发管训研中心)“制订非洲的  2000 年 

治理系统”顾问 

王国监察员顾问         2002-2008 年 

宪法委员会主席顾问        2008 年- 

设立国际宪法法院项目国际法律委员会成员   2013 年- 

卡萨布兰卡城市治理综合小组(智囊团)成员   2014-2015 年 

地中海国际安全与合作协会副主席(巴黎)    2014 年- 

摩洛哥-非洲组织副主席       2010 年- 

摩洛哥 Lefèvre Pelletier & Associés 律师事务所顾问  2010 年- 

教学活动 

哈桑二世大学法律系(卡萨布兰卡) 

研究硕士课：“国际法的新趋势” 

课程：“双边和多边外交”       2015 年- 

课程：“外交和领事法”       2008-2014 年 

研究硕士课：“宪法和政治机构” 

课程：“地方民主”        2010-2014 年 

D.E.S.A,(硕士学位)：“国际研究” 

课程：“外国私人投资法”       1998-2006 年 

法律学位(学士) 

讲座课程：“行政法和行政学”      1978-2005 年 

课程：“行政诉讼”        1978-1982 年 

课程：“行政部门的法律行为”      2005-2012 年 

D.E.S.(硕士学位)；国际关系 

课程：“外交实践”        1979-1997 年 

D.E.S.(硕士学位)：行政学课程：     1981-1982 年 

 “行政部门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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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行政部门和法官”       1982-1983 年 

D.E.S.(硕士学位)：保险法课程：     1998/2000 年 

“保险的监管和控制硕士：发展行政法课程：    2005-2008 年 

“公民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和高等行政学院(拉巴特) 

正规班和继续教育班 

课程：“公共服务和行政学”      1994-1996 年 

课程：“行政法”         2003 年 

司法研究所(拉巴特) 

外交部行政领导的继续教育班 

课程：“摩洛哥缔结国际条约的实践”    1979-1983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 

校外课程(拉巴特) 

课程：“外国私人投资的法律保护”     1985 年 

外交与合作部训练中心 

外交部行政领导的继续教育班课程：“缔结和批准   1994 年 

条约：摩洛哥在这方面的实践” 

区域行政研究所——巴斯蒂亚(科西嘉岛) 

课程：“摩洛哥公务制度”       1998 年 

主要出版物 

“The Moroccan Practice of Treaty Law - Pilot on Moroccan Conventional Law"，

Paris L.G.D.J. 1982.(此书获 Georges SCELLE 奖) 

“Administrative Law”，Casablanca，printing Najah EL Jadida，2003，275 pages (此

书因 KONRAD ADENAUER 基金会慷慨赞助而出版) 

“Co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ildren's Rights as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Paris 

P.U.F. 1983，(合著 «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State Administration in Morocco”，Press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Toulouse，1984. (合著： «The History of Large Public Services in Morocco from 1900 

to 1970» pp. 187 à 232)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Case of Morocco”，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合著)，Brussels，1997，pp： 159 à 198. 

“Evalu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in Morocco”,(工作小组向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交

的报告，Rabat，Diwan 3000，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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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occan-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Morocco from 

the Advent of Moulay Abdelaziz to 1912». Summer University of Mohammedia. 

Casablanca，Printing Fédala 1989，pp.117-130 

“Administrative Law and Human Rights”，essays in tribute of Professor Mohammed 

Jalal Essaid，Volume 3，publication of the Facultv of Legal，Economic and Social 

Sciences of Rabat Agdal，Rabat，2007，p.76-96 

“Mediation Between the Citize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in Morocco：Case of Diwan 

Al Madhalim”，Essays in honor of Dean Yadh Ben Achour，Academic Publication 

Center，Tunis，2008，p.927 

“The EU - Morocco Advanced Status： New Partnership Instrument”，in "The 

associ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aghreb countries;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Annaba 

April 17th，18th，2011，REMALD，2011，p.21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 Barcelona 

System”，in “Convergence of Legal Policy for a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e 

Euro -Mediterranean Area". - 2010 年 10 月 6 日、7 日、8 日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国

际研讨会，Paris，Co-publishing REMALD- PUBLISUD，2012，p.70 

“The protectorate system applied in Morocco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States and 

Societies in Morocco，the Challenges of the Modern World)，Printing Najah El Jadida，

Casablanca，2015 p. 19 

“The status of the Constitutional Judge in Morocco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ncil”，为纪念 Rafâa 教授进

行的研究，BENACHOUR，Law Movements，T. I，Tunis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5，p. 507 

著有国际法(条约法)、行政法和人权方面的多篇学术文章 

指导并参加国际法、行政法、外国私人投资法和人权博士论文的评审 

语文能力 

阿拉伯文：母语 

法文：双语 

英文：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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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基甲 Ki Gab Park(大韩民国) 
 

 [原件：英文] 

2016 年 5 月 27 日大韩民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朴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已在国际法领域服务近 30 年。他于 1988 年获

得海牙国际法学院的文凭，于 1989 年获得巴黎第二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迄今

为止，他在韩国、加拿大、日本和法国多所名牌大学以及卢森堡马克斯普朗克研

究所作过关于国际法各种问题的讲座。他的专业学识涉及的国际法领域范围广泛，

包括国际法一般原则、航空法和环境法。除了丰富的国际法知识以外，他还精通

英文和法文。这是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基本要求。他出类拔萃，不仅是因为

他在学术领域成就非凡，而且还因为他参加过各种外交会议和谈判，积累了国际

法方面的全面实践经验。 

在第一次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期间，朴教授积极参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为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作出了贡献。考虑到朴教授的丰硕成就和高超能力，大

韩民国政府相信他会继续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显著贡献。朴教授的专业学

识及其对国际法的奉献精神使他成为连选连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当然人选。 

…… 

朴基甲教授简历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任期为 2017-2021年) 

个人信息 

 1957 年在韩国釜山出生 

 现为韩国高丽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 

 现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2-2016 年) 

学历 

 1976-1983 年：韩国高丽大学国际法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 

 1983-1986 年：法国潘提翁-阿萨斯大学(巴黎第二大学)国际私法、欧洲

法和国际公法专业高级文凭 

 1985 年：法国巴黎第二大学高等深入研究文凭 

 1988 年：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文凭 

 1989 年：法国巴黎第二大学法学博士(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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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工作经历 

 1990-1998 年：韩国翰林大学教授 

 1990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国际河流沿岸

国的权利和职责(法语部) 

 1995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自然与工业灾

难的国际方面(法语部) 

 1998 年至今：韩国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 

 1999 年 7 月至 8 月，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主任(法语部) 

 2003 年 2 月至 2004 年 4 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开设

讲座 2 个学期) 

 2007 年 3 月至 8 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 

 2007 年 4 月：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巴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客座教授(关

于国际组织法的 10 次讲座) 

 2011 年 3 月至 12 月：潘提翁-索邦大学(巴黎第一大学)客座教授 

 2011、2013、2014 和 2015 年 10 月：原子能机构核法律学院协调人 

 2015 年 1 月至 2 月：马克斯·普朗克卢森堡国际、欧洲和监管程序法

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会议和研讨会 

 演讲人, "The Need for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cooperation regime among Asian 

States for the victims of transboundary nuclear accident", in Proceedings Seoul 

Conference on Nuclear Safety in Asia, 外交部主办，韩国首尔 (1997年 10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The Convention of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Korea's Adherence to the CSC’, 原子能机构和经合组织/

核能机构举办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Reform of Civil Nuclear Liability, 匈牙利

布达佩斯 (1999年) (法语演讲) 

 演讲人,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东方文

化与人权发展国际专题讨论会，中国北京 (2002 年 10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Inter-temporal Law in International Law’,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论

坛，韩国首尔(2007年 9月) (朝鲜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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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 “The Reform of the UN”, 国际研讨会：亚洲正在向前推进，京都

大学法学院和 21世纪卓越中心 计划，日本京都(2008年 2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Multi-Culturalism in Kore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亚洲国际

法学会马来西亚分会, 马来西亚吉隆坡 (2008 年 8 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Leg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Cas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欧洲国际法学会 ，第 3 届双年会，德国海德堡 ( 2008 年

9 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Act(2008), Republic of Korea”, 经

合组织/核能机构, 核法律委员会,法国巴黎(2009年 5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Korean Government”, 亚洲国际

法学会, 明治大学主办，日本东京 (2009 年 11 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Analysis on the Theories i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on 

the Judicial Fiction’,Anam 法律专题讨论会，韩国首尔 (2009 年 11月) (朝

鲜语演讲) 

 Panelist, “Une Réinterprétation de l’histoi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Tiers 

Monde: Bilan et Perspectives,巴黎第一大学举办，法国(2010 年 7 月) (法

语演讲) 

 演讲人, “GPS Interference Incident and Cyber Attack”, 第 3届战争法国际专

题讨论会，韩国首尔 (2012 年 10 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Care in Armed Conflicts and other 

Emergencies: Applicable Legal Framework”, 东亚和东南亚执行国际人道法

区域会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中国北京

(2013 年 6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Agre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第 4届战争法国际专题讨论会，韩国首尔(2013年 10月)(英语演

讲) 

 演讲人, “Report on Cyber Working Group Preparatory Meeting”, 首尔国

防对话，国防部，韩国首尔 (2013 年 10 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Cyber 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第 4 次亚洲国际法学会, 

印度新德里, (2013 年 11月) (英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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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 “Emerging Military Threats against Korea and Legal Responses”, 第

5 届战争法国际专题讨论会，韩国首尔(2014 年 9月) 英语演讲 

 演讲人, “Immunity of State Officials from Foreign Criminal Jurisdiction” 马

克斯•普朗克卢森堡国际、欧洲和监管程序法研究所(2015年 2月) (英语演

讲) 

 演讲人,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event of disasters”, 经合组织/核能机

构核法律委员会(2015 年 6月) (法语演讲) 

 演讲人,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s”,

第10届东南亚和东北亚国际人道主义法会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韩国高

丽大学，韩国首尔( 2015 年 8月) (英语演讲) 

国际外交会议和谈判 

 1993-1997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损害责任问题常设委员会(维也纳) 

 1994 年至今：经合组织/核能机构核法律委员会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政府

专家小组(现在是核法律委员会)，副主席，2008年至今(巴黎) 

 1994-1998 年：拟订有关南极洲环境损害责任附件工作的法律专家小组(首

尔、开普敦、特罗姆瑟、海牙等) 

 1996-1999 年：审议和制定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所造成损

害的责任及赔偿议定书草案法律和技术专家特设工作组，环境署/巴塞尔公

约(日内瓦) 

 1999-2006 年：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轻水反应堆项目韩国政府法律顾问 

 2002 年 7 月至 8 月，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韩国成员法律顾问，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日内瓦) 

 2005 年至今：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委员会(纽约) 

 2006 年 5 月：《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复审会议，联合国海洋法(1995 年)(纽

约) 

 2008年 4 月：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第 33届会议(蒙特利尔) 

 2009年 4 月：国际民航组织通过关于赔偿损害第三方公约草案的航空法外

交会议(蒙特利尔) 

 2009年至今：东盟区域论坛专家/名人(巴厘岛、北京、吉隆坡、赫尔辛基、

新加坡等) 

 2011年至今：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原子能机构(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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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学术团体 

 亚洲国际法学会( *理事会成员，2012 年至今) 

 欧洲国际法学会 

 国际法协会(国际组织委员会的国际组织问责制委员会、关于非国家行为体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委员会)  

 国际核法律协会 

 日本国际法协会 

 韩国国际法协会 *主席(2012 年) 

 法国国际法协会 

荣誉 

 1990 年：空中和空间运输权利和经济奖，法国 

 1991 年：法语国家国际基金会获奖人，法国 

 1991 年：道德与政治科学学术院 Lemonon 奖，法国 

出版物 

与国际法委员会相关的研究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s of the UN for Cod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Cooperation for the Better World, (韩

国纪念联合国成立 50周年委员会， 1995 年), pp.495-544.(朝鲜文) 

 ‘Recent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朝鲜文) 

– 2005 年第 57 届会议: Vol. 23 (April 2006), pp.197-229。 

– 2006 年第 58届会议: Vol. 25 (April 2007), pp.151-194。 

– 2007 年第 59 届会议: Vol. 28 (October 2008), pp.241-287。 

– 2008 年第 60届会议: Vol. 29 (April 2009), pp.195-261。 

– 2009 年第 61届会议: Vol. 31 (April 2010), pp.149-240。 

– 2010 年第 62 届会议: Vol. 33 (April 2011), pp.213-296。 

– 2011 年第 63 届会议: Vol. 35 (April 2012), pp.177-270。 

– 2012 年第 64 届会议: Vol. 37 (April 2013), pp.141-174. / Vol. 38 (2013.10), 

pp.183-210。 

– 2013 年第 65 届会议: Vol. 39 (April 2014), pp.177-219。 

– 2014 年第 66 届会议: Vol. 41 (April 2015), pp.12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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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第 67 届会议: Vol. 43 (2016), pp.101-180。 

 关于国际水道 

–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3 (August 1994), pp.197-210. (朝鲜文) 

 关于国家继承 

–  ‘Nationality of Natural Persons in Relation to the Succession of Stat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August 2000), pp.221-239. (朝鲜

文) 

 关于国家/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  ‘Comparis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mpensation  Systems  for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7, 

(February 1997), pp.27-50. (朝鲜文) 

–  ‘Opin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the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Provisionally Adopted on Second Reading’,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6, (June 2001), pp.317-324. (英文) 

–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Korea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 (August 2007), pp.67-105. (英文) 

 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 

–  ‘Article 25(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1969’,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39, (April 

2014), pp.107-133. (朝鲜文) 

 关于条约保留 

–  ‘The ILC Guide to Practice on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 (2011): 

Comments and Translation in Korean’,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40, (October 2014), pp.219-258. (朝鲜文) 

 关于国际法院的工作方法 

–  ‘How does the U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select a topic on its 

programme of work? : Evaluation and Perspectiv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8, No. 4, (December 2013), pp.301-329. (朝鲜文) 

著作 

 La Protec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aérienne, A.Pédone, Paris, France, 1991), 

p. 403.(法文)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amwoo-Sa , 1996) (朝鲜文) 

 Legal Remedies for the Victim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Sohwa, 1996) (朝

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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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Samwoo-Sa , 1999) (朝鲜文)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Bŏbmun-Sa, 1999) (朝鲜文)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 (Bŏbmun-Sa, 1999) (朝鲜文) 

 International Nuclear Liability Law, (Samwoo-Sa , 2001) (朝鲜文) 

 General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 of UN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Korea, 2006) (朝鲜文) 

– (1) General Comments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 (2) General Comments Adopted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CCPR 

– (3)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 (4) General Recommendations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 (5) General comments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Unilateral Acts by the States in 

Relation to the Acquirement and Forfeiture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Korea Maritime Institute, 2008) (朝鲜文)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 (Samwoo-Sa , 2010) (朝鲜文)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Samwoo-Sa , 2010) (朝鲜文)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
st 

Century (Samwoo-Sa, 

2011)(朝鲜文) 

 Colonial States’ Acts regard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Judicial Evaluation 

done by the ICJ (Korea Maritime Institute, 2011) (朝鲜文) 

 A Study on Evidences in the ICJ Cases on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Island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Case (Korea Maritime Institute, 2013) (朝鲜文) 

 La Protection des personnes en cas de catastrophe,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 tome 368, pp.281-455. 

(法文) 

论文 

 国际法的一般理论 

–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s’, Social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1995), pp. 155-183. (朝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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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urrent statu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Korea and its preferable 

direction for 21
st 

century’, Hallym Law Forum, Vol. 9, (2000), pp. 229-243. 

(朝鲜文) 

–  ‘International Law and Korea: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19, (January 2004), pp.1-23. (朝鲜文) 

–  ‘Northeastern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in Regards 

d‘une generation de juristes s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 Pédone, France, 

2008), pp.287-302. (英文) 

–  ‘Leg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elect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 (Oxford Univ. Press, 2010), pp.189-203. (英文)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法的渊源 

–  ‘Self-executive Treaty: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Cases of France’, 

Korea Law Review, Vo. 34, (1998), pp. 113-142. (朝鲜文) 

–  ‘Validity of Treaties’,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No. 21 (August 

2005), pp.17-30. (朝鲜文) 

–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Cases of 

France’,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No. 28 (October 2008), pp. 23-40. 

(朝鲜文) 

 国家继承 

–  ‘Eventual Forms of States’ Succession between two Kore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ast and West Germany Unification Treaty’, Journal of 

North Korea and Unification(I), (1993), pp.343-410. (朝鲜文) 

–  ‘Comparative Study on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done by two 

Koreas’, Changing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Law, (Bockyoungsa, 1993), 

pp.235-266. (朝鲜文) 

–  ‘The State succession with respect to treaties: focusing on the models of 

unified Korea’, Hallym Law Forum, Vol. 5 (1996), pp. 101-128. (朝鲜文) 

 航空法、海洋法、空间法和南极洲 

–  ‘Legal Status of the Air Space over territorial sea and EEZ’, Hallym 

Journal, Vol. 8, (December 1990), pp.361-384. (朝鲜文) 

–  ‘Misuse of Civil Aviation-Especially abou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Air Law, No. 3 

(July 1991), pp. 191-206. (朝鲜文) 

–  ‘Comparative study about the Air Transport Agreement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6, No. 2 (December 1991), pp. 65-79. (朝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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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tion of the Air Sovereignty and Its Related Issues’, Anam Law 

Review, Vol.1 (1993), pp. 601-617. (朝鲜文) 

–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ssues in Antarctica’, Hallym Law Forum, Vol. 4, 

(1994/95), pp. 53-80. (朝鲜文) 

– ‘Leg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s in Northeast Asia’, Hallym Law Forum, Vol. 8 (1999), pp. 77-100. 

(朝鲜文) 

– ‘A Commentary on the Korean Legislation for the Activities on Space 

Development’, Legal Forum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Assembly Committee for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005) (朝鲜文) 

–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Aerial Weapon System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Military Aviation Law’, Air Force Law Review, No. 27 (January 2006), 

pp. 61-77. (朝鲜文) 

– ‘Doesn't Exist Anymore the Freedom of Fishing on the High Seas?’, Law 

Review, Vol. 48, No. 1 (August 2007), pp. 289-320. (朝鲜文) 

– ‘Prospects of the High Seas in the 21
st 

Century’, Dokdo Research Journal, 

Vol. 5, Spring (April 2009), pp. 53-55. (朝鲜文) 

– ‘Korea's Sovereignty of Dokdo Suppor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Korea 

Focus, Vol.13, No.3, (March 2005), pp.104-115.(英文) 

 争端的国际解决/使用武力 

– ‘Aerial Incident of 3 July 1988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5, No, 2 (December 1990), pp. 185-200. 

(朝鲜文) 

– ‘The Armed Invasion of Iraq into Kuwait: Gulf Crisis (I)’, Trans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Studies, No. 6 (January 1991), pp. 101-120. (朝鲜文) 

– ‘Analysis on the Gulf Crisis (II)’, Transi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w, 

(Beopmoonsa, 1992), pp. 541-564. (朝鲜文) 

– ‘The 2003 Iraq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 Korea Law Review, No. 46 

(April 2006), pp. 107-140. (朝鲜文) 

–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s and U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No. 30 (2009), pp. 75-107. (朝鲜文) 

– ‘Illegal Acts committed by North Korea against South Korean National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am Law Review, No. 31 (2010), pp. 353-392. (朝

鲜文) 

– ‘9·11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35, (April 2012), pp.29-59. (朝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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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e of Weapons against Civil Aircraft in Flight and the Safety of 

Civil Aviation: The Downing of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17’,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9, No. 3, (September 2014), 

pp.83-108. (朝鲜文) 

 国际法院和法庭的程序 

– ‘"Critical Dat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3, No. 2 (1998), pp. 65-80. (朝鲜文) 

– ‘Legal/Diplomatic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September 1999), pp.1-12. (朝鲜文) 

– ‘Notion of "Effective Control” Appeared in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5, No. 2 (December 2000), 

pp. 99-115. (朝鲜文) 

– ‘Preliminary objec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CJ’,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9, 3 (December 2004), pp. 33-61. (朝鲜文) 

–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s caused by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No. 27 (2008), 

pp. 1-18. (朝鲜文) 

 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 ‘Humanitarian Law, Laws of War and Human Rights’, The Journal of 

Humanitarian Law, No. 15 (July 1995), pp. 123-134. (朝鲜文) 

– ‘Legal Status of the Refugees from North Korea’, Foreign Relations, No. 

42 (June 1997), pp. 133-143. (朝鲜文) 

– ‘Some Legal Issues concerning "Chosunjok"(Korean Chinese) in Korea’, 

Kangwon Law Review, Vol. 14, (December 2001), pp. 301-323. (朝鲜文) 

– ‘Human Rights and Global Terrorism’, UN and Korea in the 21
st 

Century, 

(Seoul: Oreom, 2002), pp. 451-471. (朝鲜文) 

– ‘Possible Protective Measures for the North Korean Defectors from the 

view poi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Korean Immigrants with 

Chinese Nationality and North Korean Refugees, (Seoul: Baeksang 

Foundation, 2003), pp.167-190. (朝鲜文) 

– ‘A Study for implementing "Subcommittee on Prevention" and "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 in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dopted in 2002’, Korea Law Review, No. 45 (November 

2005), pp. 75-103. (朝鲜文) 

–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eoul: 

Sechang, 2005), pp. 129-147. (朝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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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o the Korean Army’, 

Korea Law Review, No. 49 (October 2007), pp. 207-237. (朝鲜文) 

– ‘Multi-culturalism in Korea and International Law’, Korea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5, (2009). pp.3-20. (英文) 

–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Norms’, in Commemorative Book 

in Honor of Prof. Shinya MURAS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2015), pp.351-377, (日文) 

 国际环境法/核法律 

–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Hallym Law Forum, 

Vol. 3 (1993), pp. 49-68. (朝鲜文) 

– ‘Prevention of th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No. 1 (1993), pp. 40-80. (朝鲜文) 

– ‘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0, No. 1 (June 1995), pp. 111-124. (朝鲜文) 

– ‘Amendment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related Compensation Treaty: 

Backgrounds and Contents’, Nuclear Industry, No. 171, (May 1997), 

pp.21-25. (朝鲜文) 

– ‘International Compensation Regimes for Transboundary Nuclear Accident’,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2, No. 1 (1997), pp. 

115-141. (朝鲜文) 

– ‘Legal Analysis about Agreement on Supply of Light-Water Reactor 

Project to the DPRK’, Hallym Law Forum, Vol. 6 (1997), pp. 21-57. (朝鲜

文) 

– ‘Revision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1960)’, Hallym Law Forum, Vol. 7 (1998), pp. 285-310. 

(朝鲜文) 

–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Power and Related Problems’, 

Denuclearization in Korea and International Law, (Sohwa, 1998), 

pp.249-306. (朝鲜文) 

– ‘International Legal Remedi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s’,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23, No. 1 (September 2001), pp. 33-61. 

(朝鲜文) 

–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 and Its 

Liability Annex’, Korea Law Review, No. 37 (October 2001), pp. 143-193. 

(朝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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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bility questions of the Nuclear Fusion Installations’ Legal opinion 

(2015) (朝鲜文) 

 网络空间 

– ‘Cyberwar/Cyber attacks and International Law’,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32, (2010), pp.37-83. (朝鲜文) 

– ‘Tallinn Manual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Warfare: 

Comments and Translation in Korean’, Korea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37, (April 2014), pp. 185-224. (朝鲜文) 

 其他专题 

–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EU’s Internal market’, 

Trans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Studies, No. 4 (June 1990), pp. 70-85. (朝

鲜文) 

– ‘Member-State's Sovereignty and Competences of Communities reflected in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1986)’, Hallym Law Forum, Vol. 1 (1991), pp. 

47-61. (朝鲜文) 

–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EC Member-States: Art. 30 of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1986’,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7, No. 2 (December 1992), pp. 145-162. (朝鲜文) 

–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Japan and Neighbor Countries’, Hallym Law 

Forum, Vol. 2 (1992), pp. 159-171. (朝鲜文) 

– ‘Sexual slavery Women’s Compensation Issues against Japanese 

Government’, Japan Law Review, Vol. 6, (September 1992), pp. 398-416. 

(朝鲜文) 

– ‘Book Review: Kim, Myung-Ki, "The Conclusion of Korean Peace Treaty’, 

Seou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 No. 1 (1994), pp. 255-258. (朝鲜

文) 

–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Afric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ovement’, Area Studies, Vol. 4, No. 2 (1995), pp. 79-116. (朝

鲜文) 

–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ateral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disaster 

assistance: is it feasible now?, Korea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61, 

(2011), pp. 41-94. (朝鲜文). 
*
 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由桑给巴尔法律年

鉴出版(2012 年)，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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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马伊纳·彼得(Chris Maina Peter)(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原件：英文] 

一.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4 年 4 月 14 日，坦桑尼亚希尼安加 

二. 国籍：   坦桑尼亚 

三. 工作语文：  英文、斯瓦希里文 

四. 现任职位/职务：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学教授 

五. 主要专业活动： 

 教学、研究和咨询的领域为国际公法、人权、难民法、土著和少数群体、国

际人道主义法、善治与法治、宪政、海洋法和投资法。 

六. 其他职责： 

(1)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瑞士日内瓦，2012 年至今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瑞士日内瓦，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 

(3) 国际治理联盟主席，乌干达坎帕拉，2013 年至今 

(4) 开放社会研究所东非委员会主席，肯尼亚内罗毕，2011 年至今 

(5) 桑给巴尔法律服务中心主席兼理事，桑给巴尔，2009 年 7 月至今 

(6) Zanzibar Yearbook of Law 总编辑，2011 年至今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编辑委员会成员，2007 年至今 

(8)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巴黎，2002 年至今 

(9) East African Journal of Peace & Human Rights 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乌干达坎

帕拉，1994 年至今 

七. 学历： 

(1)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博士，1989 年。 

(2)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学硕士，1984 年。 

(3)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学士，1980 年。 

(4) 德国卡塞尔大学高等教育学位证书，1990 年。 

八. 客座研究和讲座 

(1) 客座教授：古吉拉特国家法律大学，印度古吉拉特邦，2014 年 11 月。 

(2) 人权专家：缅甸国家人权委员会，缅甸内比都，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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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中国北京，2010 年 7 月。 

(4) 客座教授：中欧大学法律研究系，匈牙利布达佩斯，2010 年 5 月。 

(5) 客座研究教授：拜罗伊特大学非洲研究所，德国拜罗伊特，2007 年 10 月至

12 月。  

(6) 国际法与人权客座教授：罗尔·瓦伦堡研究所，瑞典隆德，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2 月。  

(7) 客座研究教授：汉堡大学特殊研究方案，德国汉堡，2003 年 3 月至 6 月。 

九. 该领域最新部分出版物清单： 

(1) “You Can Run - But You Cannot Hide: African Rul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MAJINGE, Charles Riziki (编)，Rule of Law Through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a Dieng， New 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5, pp. 271-296。 

(2) “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 Making in Tanzania: A Tall Order，” MASIYA，

Tyanai 和 Charles Mutasa (编)，Civil Society &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Africa，

Harare；Mwengo Publications，2014，pp. 99-127。 

(3) “The Position of the Law on Freedom of Religion in Tanzania: Submission by 

Amicus Curiae” Volume 3 Zanzibar Yearbook of Law，2013，p. 309. 

(4). “The African Charter on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Child，”(与 Ummy Ally 

Mwalimu 合著) YUSUF, Abdulqawi A.和 Fatsah Ouguergouz (编)，The African 

Union: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A Manual on the Pan-African Organization, 

Leiden an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2, pp. 477-493。 

(5) “Accessing Justice by All Means：Individual Communications before UN Treaty 

Bodies - A Case Study of CERD，”BASSIOUNI, M. Cherif Bassiouni 和 William A. 

Schabas (编)，New Challenges for the UN Human Rights Machinery: What Future for 

the UN Treaty Body System and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Procedures? 

Cambridge—Antwerp—Portland: Intersentia Publishing Ltd., 2011, p. 123。 

十. 担任下列机构咨询人： 

(1) 非洲联盟(非盟)，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解释以及一些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对

非洲和非洲人民适用该原则的情况。 

(2) 非洲联盟(非盟)，洛克比事件审判的观察员，联合王国苏格兰爱丁堡。 

(3) 司法和宪法事务部，审查司法部门改革方案。 

(4) 非洲同侪审议机制(坦桑尼亚)，评估坦桑尼亚的企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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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人权以及善治和人权问题。 

(6) 国际发展部，民间社会方案。 

(7) 欧洲联盟(欧盟)和总理办公室，难民和地方行政管理问题。 

(8) 丹麦国际开发署(丹开发署)，坦桑尼亚选举改革以及人权和善治委员会。 

(9) 瑞典国际开发署(瑞开发署)，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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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内斯特·彼得里奇(Ernest Petrič)(斯洛文尼亚) 
 

[原件：英文] 

2016 年 2 月 12 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大使彼得里奇博士现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法院法官、卢布尔雅那大学社

会科学院和位于斯洛文尼亚新戈里察的欧洲法律系国际法教授。过去 10 年来，

他一直是国际法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并在 2009 年至 2010 年担任委员会主席。2012

年以来，他还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提名咨询委员会成员。大使彼得里奇博士具

有国际法方面的渊博学识，出版了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各种专题的 7 本著作和

200 多篇文章。 

 此外，他担任过外交部国务秘书、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纽约)、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奥地利共和国大

使以及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和欧安组织的代表，建塑了一个杰出的外交生涯。 

 鉴于大使彼得里奇博士在国际法方面的丰富实践和理论经验，斯洛文尼亚共

和国政府相信他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作出重大的实质性贡献。正因为了解国

际法委员会活动的重要性，了解委员会需要继续进行其极为专业的工作，并了解

大使彼得里奇博士出色的专业素质和经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坚信让他继续

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必将成为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资产。 

…… 

大使彼得里奇博士简历 

学历 

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博士学位(1965 年)。 

维也纳大学研究生课程(1963-1964 年) 

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优等)(1960 年)。 

其他学历 

马克斯·普朗克国际法与公法研究所，海德堡(1979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1973 年)。 

威尔顿庄园论坛(1972 年)。 

塞萨洛尼大学国际法研究所(1972 年)。 

隆德大学(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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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法院法官(2008 年至今)及院长(2010-2013 年)。 

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授(2008 年至今)。 

新戈里察欧洲法学院国际法教授(2008 年至今)。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兼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2002-2008年)和

常驻欧安组织代表(2002-2004 年)。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兼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巴西联邦共和国

大使(非常驻)(2000-2002 年)。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997-2000 年)。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兼驻墨西哥合众国大使 (非常驻 ) 

(1991-1997 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兼驻尼泊尔王国大使(非常驻) 

(1989-1991 年)。 

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教授(1986-1989 年)。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教授(1983-1986 年)。 

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主任及国际关系

和国际法教授(1972-1983 年)。 

卢布尔雅那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高级大学教师(1965-1967 年)。 

出版物 

撰写了 7 本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专题的著作。 

撰写了 200 多篇关于国际法、国际关系及相关专题的文章。 

管理技能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06 年至今)及主席(2009-2010 年)，日内瓦。 

国际刑院法官提名咨询委员会成员(2012 年至今)。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2005-2007 年)及主席(2006-2007 年)，维也纳。 

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院长(1987-1989 年)。 

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87-1989 年)。 

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政府)成员(部长)，负责科学和技术工作

(1967-1972 年)。 

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成员(1967-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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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和国际法方面的其他经历 

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大会代表团专家成员。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派往经合组织科学与技术政策委员会的代表。  

南斯拉夫-意大利科学与技术合作委员会成员。 

南斯拉夫-希腊科学与技术合作委员会成员。 

研究工作 

承担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人权、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自决、保护少数群体、驱

逐等问题的独立研究和科学项目并获得赠款。 

获得科学工作最高奖(1977 年)。 

语言 

 会讲英语、德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俄语和意大利语。 

 懂法语和西班牙语。 

个人资料 

已婚，有三个子女。 

获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科罗拉多州)和奥地利共和国

授予的奖项。获得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文职工作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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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那律·拉吉普特(Aniruddha Rajput)(印度) 
 

[原件：英文] 

2016 年 2 月 17 日印度常驻代表团信件摘录 

…… 

阿那律·拉吉普特先生在国际公法领域经验广泛。他是印度法律委员会任命的专

家小组成员；具有在国际仲裁、体育法案等各种领域起草立法的广泛经验。他曾

在印度法律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撰写过有关各种法律主题的若干著作、章节、

论文、会议论文。他作过许多关于贸易法、银行法和国际仲裁的演讲。他精通的

国际法领域是：国际法的渊源、国际仲裁(国家对国家)、海洋法、使用武力、联

合国的法律与实践、国际贸易法(世贸组织法)、国际私法/国际商事仲裁等。 

…… 

工作经历： 

2006 年 10 月起： 

印度最高法院律师。 

经常在最高法院、各高等法院以及国内和国际仲裁法庭出庭。 

在法院的业务领域主要涉及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其他领域包括仲裁、商法、公

法、公共采购合同(投标)。各种案件被收入判例汇编。 

担任不同政府在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律顾问。 

国际公法： 

在关于把管辖权扩及大陆架(《海洋法》)：Aban Lyod Chiles 有限公司诉印度联邦

案中出庭(2008) 11 SCC 439。 

在涉及城市法院适用国际义务、特别是人权条约的各种案件中出庭：Selvi 诉卡纳

塔克邦((2010) 7 SCC 263)。 

就根据《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在美国法院以及根据普遍管辖权在联合王国法院因

在一国侵犯某些群体的权利而可能提出的索赔提供咨询。 

在美国法院受理的根据《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提起的两起正在审理的涉及违反国

际义务的诉讼中提供咨询。 

其他任命的职务： 

印度法律委员会： 

印度法律委员会任命研究并评论《2015 年印度双边投资示范条约》的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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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立法的经验： 

《伦敦国际仲裁法庭-印度仲裁和调解规则》起草委员会成员。 

2012 年在第二次修订阶段起草《体育运动法案》。目前印度议会正在审议该法案。 

应印度政府法务部邀请讨论“1996 年《仲裁法》拟议修正案”。 

在起草哈里亚纳邦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政府有关工业和采矿的各项法律中提

供咨询。 

协助起草德里高等法院仲裁中心的仲裁和调解规则，新德里。 

教学经验： 

2010-2012 年：新德里印度法律研究所客座教授 

在印度最高法院研究机构印度法律研究所教授国际商业仲裁和国际贸易法研究

生课程。 

国际仲裁和商法专家小组成员。 

浦那 Maharashtra Rashrtabhasha Sabha 学院印地语客座教授，2003-2005 年。 

学历： 

2005-2006 年，伦敦经济和政治学学院法学硕士。 

所学课程：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基础、信息技术的法律监管和宪法理论。 

国际经济法论文；“The relation between adverse effect and serious prejudice in Part 

III of the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greement”；信息技术法律监管论

文评估“Proprietary Rights Over Virtual Items in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Role 

Playing Games (MMORPG)”以及宪法理论论文评估“Emergency and Erosion of 

Norms”。 

欧洲法律学生协会世贸组织模拟法庭竞赛联合王国国家赛及北欧区域赛获胜者，

2005 年。 

欧洲法律学生协会世贸组织模拟法庭竞赛全球总决赛亚军，2006 年，在日内瓦世

贸组织总部举行。被评为十佳学生律师。 

2003-2005 年，印度法学会法律学院法学学士，印度浦那。 

一等(60.50%)。 

基于对包括辅助课程、课外活动、领导力、研究能力等在内的整个课程表现的全

面评估，被评为“2004-2005 年度最佳学生”。当年，法学院被国家评估和认证委

员会评为印度第一名，并获得 A+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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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Phillip C. 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印度北部区域赛获胜者，并代表印

度参加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赛。 

2001-2003 年，印度法学会法律学院社会法学士，印度浦那。 

一等(64.25%)。 

浦那大学第四名。 

2012-2015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 

课程：监管自由与投资条约仲裁。 

导师：M Sornarajah 教授，“CJ Koh”法学教授。 

研究生研究奖学金(2012-2015 年)。 

2001-2002年，印度浦那Maharashtra Rashtrabhash 学院学士学位(印地语学者)。 

通过六门资格考试，获得印地语学士学位。 

其他资历： 

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暑期研修班，中国厦门，2013 年 7 月。获得优异成绩荣誉

证书(获得全额奖学金)。 

获得海牙市市长设立的著名的“海牙市奖学金”到海牙国际法学院学习，2014

年 7 月。 

法罗群岛大学大陆架问题暑期班，2015 年 6 月。成功通过考试后获得毕业证书(全

额奖学金)。 

学术出版物： 

著作： 

India and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与 Shishir Dholakia 合著，预计 2016 年 12

月完成)。 

Intergration of Jammu Kashmir: Legal,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拟于 2016 年出版)。 

著作章节： 

“India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 in Chin Leng Lim (编), Alternative 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M Sornaraja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即将出版)。 

“Types of ADR in Sports” in Justice Mudgal, Law & Sports in India: Develop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Lexis Nexi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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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Problems with the Jurisprudence of Iran-US Claims Tribunal on Indirect Ernest 

Expropriation”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Volume 30 pp. 

589-615(2015).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re they similar?” 

Inaugur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of Gujarat National Law 

University (即将发表)。 

“ Book Review Article: Jingxia Shi, Free Trad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Hart Publishing, Oxford and Portland, 2013, pages 337”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ume 10 pp.443-455(2013). 

“AES Summit Generation Limited and AES-Tisza Erőmű Kft. v. Hungary: The Scope of 

ad hoc Committee Review for Manifest Excess of Powers and Failure to State Reasons”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Volume 28, pp. 273-278 (2013). 

“Defining Investments: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dian Journal of Arbitration 

Volume 11 (2013). 

Advent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Journal of Indian Law Institute, Volume 54, pp. 232-24 7 (2012). 

“Book Review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y Sebastian López 

ESCARCEN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2015(5)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2-13. 

“Book Review Reinmar Wolf,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Commentary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oHG), pp. 613.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55 (2015), pp. 297- 298. 

会议论文： 

“Does the New Draft Indian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alance Investment 

Protection with Regulation”，圆桌会议，南亚大学，新德里，2015 年 4 月 17 日。 

“Sole Effects Doctrine and Indirect Expropriation”，国际法世界大会——国际法的

当代问题，印度国际法协会，印度新德里，2015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获选论文)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the Lex Specialis Nature of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获选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ATLAS AGORA2014

年活动，一个由博士生大学组成的跨国法学院联合会，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

2014 年 6 月。 

“Grow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Possibility of Investocommercial Arbitration”，班加罗尔国家法学院组织的圆桌会

议，印度，2014 年 4 月。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Is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e New 

Form?”，印度国际法协会与亚洲国际法协会合作举行的第 4 次双年度会议，印度

新德里，2013 年 11 月。 

http://undocs.org/ch/S/RES/6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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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th of Mult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第 5 次纽黑文学派

国际会议，香港城市大学，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19 日。 

“Celebrating Diversity: Pluralism in Investment Treaties”，第 10 次亚洲法律学会会

议，班加罗尔，德里，2013 年 5 月。 

应邀讲座： 

就国际公法、投资仲裁、国际贸易法和世贸组织法、国际商业仲裁、商法和诉讼

的各方面问题，在各法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广泛讲学。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ITM 大学，2013 年 9 月。 

‘Banking Law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为尼泊尔检察官举办，印度法律研

究所，2012 年 2 月。 

‘ Arbitration Agreement ’和‘ Applicable Law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国家法律大学，焦特普尔，2011 年。 

成员资格： 

最高法院律师协会成员。 

新加坡国际法中心副研究员。 

亚洲国际法协会成员。 

印度国际法协会协理会员。 

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成员。 

国际青年仲裁员团体成员。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青年中心成员。 

国际法专门知识领域： 

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投资法律(投资条约仲裁)。 

国际法争端解决。 

国际仲裁(国家对国家)。 

海洋法。 

使用武力。 

联合国的法律和实践。 

国际贸易法(世贸组织法)。 

国际私法/国际商业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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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古斯特·赖尼希(August Reinisch)(奥地利) 
 

[原件：英文] 

  个人资料 
 

1965 年 1 月 29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生(奥地利国民) 

  语文 
 

英文和德文(说、写和读：流利) 

法文(说和写：初级，阅读水平：足以应付工作) 

意大利文(初级) 

  学历 
 

1991 年   法学博士，维也纳大学 

1990 年   哲学博士，维也纳大学 

1989 年   国际法律研究法学硕士，纽约大学 

1988 年   法学硕士，维也纳大学 

  职业资历 
 

1998 年   国际公法和欧洲法特许任教资格，维也纳大学 

1994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文凭 

1990 年   取得纽约和康涅狄格州律师资格 

  工作经历 
 

维也纳大学 

2010 年至今  法学院国际关系院长 

2006 年至今  国际法律研究法学硕士课程主任 

2005 年至今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研室负责人 

2005 年至今  欧洲、国际法和比较法系副主任 

2004-2006 年  法学院国际关系院长 

2003-2004 年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系副主任 

1998 年至今  国际和欧洲法教授 

1990-1998 年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院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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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专业活动 
 

悉尼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组织，2009 年 2 月、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5

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校区)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博洛尼亚中心

兼职教授(课程：欧盟法、年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法(1999 年至 2010 年)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2008 年) 

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国际法和欧洲法客座教授(2003 年和 2004 年)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客座研究员和讲师(课程：国际公法、国际贸易法、

国际投资法和国际组织；1999 年、2000 年、2002 年、2005 年、2007 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访问学者和兼职教授，华盛顿

特区(欧共体法，1996 年) 

奥地利维也纳外交学院讲师(1993 年至 2004 年)，多瑙河大学讲师(1997 年起，奥

地利克雷姆斯) 

奥地利联邦外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1992-93 年) 

维也纳大学欧洲法模拟法庭教练(1992-1995 年) 

维也纳大学讲师(1991 年起) 

维也纳大学国际研究专业主任助理(1991- 1995 年) 

在维也纳联邦法院实习(1990-91 年) 

会议和演讲 

2014 年  欧洲国际法学会 10 周年纪念大会，维也纳大学 

2012 年  “EU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Open Questions and Remaining 

Challenges”, 维也纳大学，与齐根大学和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合作

(维也纳， 2012 年 6 月) 

2012 年  “Transnational Judicial Dialogue of Domestic Court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维也纳大学(2012 年 4 月) 

2008 年  “Challenging Ac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维也纳大学(2008 年 11 月) 

维也纳仲裁论坛“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imilarities 

and Divergences”, 维也纳大学(2008 年 11 月) 

2007 年  “Standards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维也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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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和仲裁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奥地利代表团成员，第六委员会(法律)，美国

纽约(2013 年)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奥地利代表团成员，第六委员会(法律)，美国

纽约(2012 年) 

出席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第 26 届国际会议的奥地利代表团成员，日内瓦(1995 年

12 月) 

按照奥地利总清偿基金法对物赔偿仲裁小组仲裁员，维也纳(2001 年以来) 

在各种投资仲裁中担任仲裁员和法律专家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调解员和仲裁员小组成员，美国华盛顿特区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成员 

  成员资格 
 

研究联合国系统学术委员会(联学委) 

美国律师协会 

美国国际法学会 

德国国际法学会，2005 年以来担任理事会成员 

欧盟研究协会 

欧洲国际法学会，2008 年以来担任执行理事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原国际组织问责制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国家破产

研究小组成员和软法律文书在国际投资法中的作用研究小组报告员)，2008 年以

来担任奥地利分会会长(奥地利国际律师协会) 

康涅狄格州律师和纽约州律师资格 

国际法研究所协理成员 

出版物 

除了撰写大量著作、科学论文和文章以外，赖尼希教授还撰写编辑了一系列著作。

最近的一些出版物有： 

The Conventions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A Commentary (edi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Domestic Cou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76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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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sterreichisches Handbuch des Völkerrechts (Austrian Ma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ienna, Manz 编, 5th ed. 2013) Vol. I 774 pp., Vol. II 812 pp。 

Transnational Judicial Conversations on the Personality,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An Introduction, in: A. Reinisch (编),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Domestic Courts 1-1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IIA Interpretation, in: A. de Mestral/C. Levesque 

(编 ),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323-341 (Abingdon, UK/New 

York/USA: Routledge 2013)。 

The Scope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21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3-26 (2013). 

The Future Shape of EU Investment Agreements, 28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179-196 (2013). 

Essentials of EU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2012), 281 pp. 

‘Articles 30 and 59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in Action  The 

Decisions on Jurisdiction in the Eastern Sugar and Eureko Investment Arbitrations’, in: 39(2)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157-177 (2012). 

‘A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Odious Debts: Serving Individual/Bilateral or Community 

Interests?’, in: U. Fastenrath/R. Geiger/D.-E. Khan/A. Paulus/S. v. Schorlemer/Ch. 

Vedder (编),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Essays in Honour of Judge 

Bruno Simma 1225-12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 J. Klabbers/A. Wallendahl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32-155 (Cheltenham, UK/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11). 

How Narrow are Narrow Dispute Settlement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in: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115-174 (2011). 

Challenging Ac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02 pp. 

‘Aid or Assistance and Direc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in: 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63-77 (2010). 

‘Necessity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41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37- 15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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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Questions in EU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5 pp.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Paris, Pedone 2009), 81 pp. 

‘The I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in: 7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5-306 (2008).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and Questions of Jurisdiction and Immunity, in: UNAT (编),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in a Changing World. United Nations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Conference 51-72 (London, Esperia Publications Ltd 2008). 

The I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IILJ Working Paper 2007/11,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系列), 可查阅：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7-11.GAL. Reinisch.web.pd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ational Courts: A Discourse on International Law 

Norms on Jurisdictional and Enforcement Immunity, in: Reinisch/Kriebaum (编),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ber Amicorum Hanspeter Neuhold 289-309 (Utrecht,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7)。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EU Anti-Terrorism Measures from an ECHR Perspective, in: 

6 Baltic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49-261 (200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49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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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何塞·鲁达·桑托拉里亚(Juan José Ruda Santolaria)(秘鲁) 
 

[原件：西班牙文] 

自 2007 年以来担任秘鲁外交部首席法律顾问以及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秘鲁宗

座天主教大学国际公法教授，2006 年至 2009 年担任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 

一. 学历 

– 德乌斯托大学(西班牙毕尔巴鄂)宗教学博士。论文“成绩优等”。 

– 学位等同西班牙法律学位。 

– 获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利马)法学学士学位并作为律师毕业。论文被一

致评为“成绩优等”。 

– 在 La Inmaculada 耶稣会学校(利马)上学，完成初级和中级教育。 

二. 专业活动以及最近的学术工作 

– 向部长报告工作的特别小组的法律顾问，秘鲁外交部(自 2011 年 1 月以来)。 

– 秘鲁外交部法律顾问(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1 月)。 

– 秘鲁外交部与智利海洋划界问题特设委员会秘书(2007 年至 2014 年)。 

– 到国际法院(海牙)参加与智利海洋划界诉讼的秘鲁代表团成员。 

– 常设仲裁法院(海牙)仲裁员。 

– 安第斯法院的秘鲁第一候补法官。 

– 利马荣誉律师协会成员，也是该协会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 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成员。 

– 美洲国际和比较法学院(总部设在利马)荣誉成员。 

– 美洲律师协会终身成员。 

– 秘鲁国际法协会协理会员。 

– 拉丁美洲宗教自由联盟成员。 

– 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2001年2月至2006年8月)，

后成为研究所所长(2006 年 8 月至 2009 年 2 月)。 

– Riva-Agüero 研究所(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高级研究学院)历史与艺术部

荣誉成员以及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从 1998 年至 2001 年担任外联协调员。 

– 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跨学科宗教研究学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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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目前负责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主题的

课程。还在法学院教授国际公法课程，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硕士学位课程

(国际关系专业)以及一体化进程课程和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论文研讨课。 

– 还兼任秘鲁外交学院教授(国际法主题课程以及解决争端模式和海洋法课

程)、秘鲁应用科学大学法学院教授以及圣马丁国立大学治理学院教授

(利马)。 

– 此外，还在秘鲁境外教授课程或研讨课，如圣帕布洛大学(马德里)、阿

尔卡拉大学(马德里)、庞培法布拉大学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巴塞罗那)

以及德乌斯托大学(毕尔巴鄂)、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墨西哥城)、阿道夫·伊

班奈兹大学(比尼亚德尔马)、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瓦尔帕莱索)、智利

圣地亚哥大学(智利圣地亚哥)、哈维里亚那天主教大学(波哥大)以及马德

里外交学院和维也纳外交学院等机构。 

– 西班牙政府授予他西班牙政府文职功绩十字勋章(2001 年)；秘鲁政府授

予他秘鲁大十字太阳勋章(2015 年)；杰出服务大十字功绩勋章(2011 年)；

秘鲁 José Gregorio Paz Soldán 外交服务大十字功绩勋章(2015 年)。他还

获得秘鲁海军功绩十字大军官勋位(2014 年)和阿亚库乔高等骑士勋位军

事勋章(2014 年)。 

– 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授予他 Padre Jorge Dintilhac 荣誉奖章(2014 年)，大

学校友和毕业生协会授予他“杰出校友”称号(2014 年)。他还获得秘鲁

阿雷基帕律师协会以及秘鲁国家大学校长会议的表彰(2014 年)。 

三. 国际会议论文与函件 

– 西班牙全国研究委员会(马德里)、奥地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家特

别方案(维也纳)、奥地利拉丁美洲研究所(维也纳)、Circolo di Roma、罗

马第三大学和秘鲁驻罗马教廷大使馆(罗马)、德乌斯托大学以及比斯开

荣誉律师协会(毕尔巴鄂)组织的会议。 

– 参加巴塞罗那 Cenas Hora Europea-丽兹酒店活动(Ámbito María Corral

和 Universitas Albertiana 协会发起)。 

– 作为演讲人或讨论嘉宾参加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利马)Riva-Agüero 研

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各种活动。 

– 参加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次会议，马尼拉，1998 年 9 月。 

– 参加美洲律师协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墨西哥城，1999 年 6 月。 

– 参加第一次智利-秘鲁法律史研讨会，瓦尔帕莱索，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

学，200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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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次会议，马尼拉，1998 年 9 月。  

– 参加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二次会议，圣萨尔瓦多，2002 年 9

月。对国家的诉讼和管辖豁免委员会秘书。 

– 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秘鲁外交部以及秘鲁外交学院(利马)发起的国际法

研讨会，2003 年 11 月。 

– 参加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法学院举办的关于宗教在公共领域存在的拉

丁美洲宗教自由联盟第四次讨论会，智利圣地亚哥，2004 年 8 月。 

– 协调关于安第斯次区域和国际环境的讨论会：从欧洲-安第斯角度的思考，

参加讨论会并对欧洲和美洲保护基本权利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利马，

2004 年 9 月。这项活动是德乌斯托大学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教席、和秘

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的安第斯观察站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获得西班牙驻秘鲁大使馆和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资助。 

– 参加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三次会议，基多，2004 年 9 月。美

洲民主宪章委员会秘书。 

– 作为发言人参加安第斯共同体安全与人权讲习班，就思考美洲保护人权

体系的咨询功能举行讲座，毕尔巴鄂，德乌斯托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拉丁美洲教席，2005 年 2 月。此活动是安第斯观察站项目的一部分，与

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一道开展。 

– 参加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四次会议，格林纳达，2006 年 8

月。国际刑事管辖权的过去和现在委员会秘书。 

– 参加拉丁美洲解决冲突实践讲习班，由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人力资源培

训教席举办，德乌斯托大学，毕尔巴鄂，2007 年 3 月。该活动获得欧

洲-拉丁美洲关系观察站和桑坦德集团的资助。 

– 组织并参加 2006 年至 2008 年第五次拉丁美洲、加勒比和欧洲联盟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筹备进程中举办的各种活动，作为秘鲁宗座天主教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秘鲁外交部、欧洲-拉丁美洲关系观察站以及其

他欧洲和拉丁美洲机构之间协调的一部分。 

– 拉丁美洲、加勒比和欧洲联盟第二次商业峰会筹备委员会成员，由秘鲁

私营企业国家联合会举办，2008 年 5 月在利马举行。在该活动中，还

在起草提交供参加 2008 年 5 月第五次拉丁美洲和欧洲联盟首脑会议的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审议的最后文件的工作组中发挥积极作用。 

– 参加西-葡-美-菲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五次会议，阿根廷科尔多瓦，200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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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并参加 2008年 11月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首脑会议筹备进程

中举行的学术活动。 

– 参加为纪念德乌斯托大学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教席十五周年举办的拉

丁美洲研讨会，毕尔巴鄂，2009 年 3 月。 

– 参加科帕卡瓦纳炮台会议第二次欧洲论坛，欧盟-拉丁美洲安全和防务

合作：保护责任与国际和平特派团，2009 年 6 月在巴黎举行，由南方

共同市场政治学教席和安全研究所举办。 

四. 讲座和授课 

– 在美洲和欧洲举办各种讲座。 

– 担任 2005 年 12 月在利马举行的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三十三期校外课程的

讲师。 

– 担任 2008 年 8 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度国际法课程的讲师，课程由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举办。 

– 担任国际法当前趋势课程的讲师。该课程是旨在促进国际法的区域能力

建设方案，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和秘鲁外交学院于 2009 年 7 月

在利马举办，得到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的资助。 

五. 专业课程 

– 德乌斯托大学(西班牙毕尔巴鄂)博士课程，2001-2003 年。 

六. 著作 

– 专著“Los Sujet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El Caso de la Iglesia Católica 

y del Estado de la Ciudad del Vaticano”，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七. 著作章节 

– 合著并合编 Cincuenta años de la 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Derechos 

Humanos 一书 ,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iva-Agüero Institute, 1999。 

– 撰写文章“Relaciones Iglesia-Estado: Reflexiones sobre su marco jurídico”, 

in Marzal, Manuel, Catalina Romero 和 José Sánchez(编), La Religión en el 

Perú al filo del milenio(联合出版),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terdisciplinary Seminary of Religious Studies, 2000。 

– 撰写文章 Reflexiones sobre el Acuerdo Peruano-Ecuatoriano de 1998 a 

propósito de la demarcación de la frontera terrestre común”, in Namihas, 

Sandra(编)：El Proceso de Conversaciones para la Solución del Difere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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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uano-Ecuatoriano (联合出版),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iva-Agüero Institute, 

2000。 

– 撰写文章“Las relaciones del Perú con la Santa Sede: Una presentación de los 

aspectos mas significativos hasta la misión de Bartolomé Herrera”, in Libro 

Homenaje a Félix Denegri Luna,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2000。 

– 撰 写 文 章 “ Una mirada al Oriente siguiendo las impresiones de 

Riva-Agüero”, in Libro Homenaje a José Agustín de la Puente y Candamo,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2002。 

– 撰写文章“Algunas reflexiones sobre las relaciones del Perú con la Santa 

Sede después de 1870”, in Libro Homenaje a Don José Giménez y Martinez de 

Carvajal, Madrid, San Pablo University, 2003。 

– 撰写文章“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in Novak,Fabián(协调员):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联合出版),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3。  

– 撰写文章“Breves impresiones sobre la actuación pública de Basadre a la luz 

del Archivo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in Libro Homenaje a 

Jorge Basadre, Lima,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Fondo Editorial, 

Riva-Agúero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Peruvian North American 

Cultural Institute, 2005。 

– 撰写文章“Algunas reflexiones en materia de asilo”，载于联合出版物 

Asilo, Refugio y Desplazamiento Interno: Comentarios a la nueva 

legislación peruana，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出版，利马，2006。 

– 撰写文章“Una mirada al tratamiento de la libertad religiosa en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in Navarro Floria, Juan 

G. (协调员), Estado, Derecho y Religión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Marcial Pons Argentina, 2009。 

– 撰写文章“ La protezione della libert à  religiosa nella Convenzione 

americana dei diritti dell’uomo”, in Navarro Floria, Juan G. and Daniela 

Milani (编), Diritto e religione in America Latina, Bologna, Italian-Latin 

American Institute, il Mulino, Latin American Consortium for Religious 

Freedom , 2010。 

八. 协作编著在线出版物 

– Ruda Santolaria, Juan José：“Vatican and the Holy See” , 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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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期刊论文 

– 撰文“La Iglesia Católica y el Estado Vaticano como Sujet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 Rom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No. 35, 1997。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a propósito de la Ciudadanía de la Unión 

Europea”, in Agenda Internacional,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Lima, No. 10, 

January-June 1998。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en materia de nacionalidad”, in Ius et Veritas, 秘

鲁宗座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学生编辑的期刊，Lima, No. 17, 1998。 

– 撰文“Algunas reflexiones sabre la actuación de la Santa Sede en la solucion 

de controversias internacionales ”, in Revista de Conflictología. Una 

herramienta para la paz, Barcelona, Edimurtra, No. 1, April 2000。 

– 撰文“Las Relaciones entr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ala luz de las Constituciones 

peruanas del siglo XIX”, in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Valparaíso, 

Catholic University of Valparaíso, No. XXIV, 2002。 

– 撰文“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del Perú con la 

Santa Sede”, in Revista Peruan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Lima, Peruvian 

International Law Society, January-April 2003, No. 121(为纪念秘鲁与罗马教

廷建交 150 周年)。 

– 撰文“Conflictos, solución de controversias y fenómeno religioso: Algunas 

reflexiones en voz alta”, in Anales de Derecho UC - Actas del IV Coloquio 

del Consorcio Latinoamericano de Libertad Religiosa, Santiago, Chile, first 

edition,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2005。 

– 撰文“Estado Vaticano: Breves Reflexiones en la perspectiva de sus 75 años 

de existencia”, in Ius Inter Gentes, 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学生编辑

的期刊, Lima, 2005, No. 2。 

– 撰文“Reflexiones en torno ala V Cumbre ALC-UE”, in Chasqui, el correo 

del Perú - Boletín Cultural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l Perú, 

Lima, No. 12, May 2008。 

– 撰文“El Acuerdo entre la Santa Sede y la República del Perú”, in Revista 

General de Derecho Canónico y Derecho Eclesiástico del Estado, Madrid, 

Iustel, January 2010, No. 22, Sección Monográfica: Las relaciones 

concordadas entre la Santa Sede y lo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十. 出版的研究成果 

– Ruda, Juan José 和 Novak, Fabian: “El tráfico ilícito de drogas en el Perú: Una 

aproximación internacional”。该文在萨拉曼卡发表，Manuel Ernesto (协调人), 

Las prácticas de la resolución de conflictos en América Latina, 德乌斯托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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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出版物，毕尔巴鄂，2007 年；并见于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所工作文件，利马，2008 年，后收入联合出版物 El mapa del narcotráfico 

en el Perú, 利马，秘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9 年。 

– Ruda, Juan José: “Algunas reflexiones en torno al lavado de dinero”，作为秘

鲁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文件发表，利马，2009 年。 

十一. 个人资料 

–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5 年 6 月 6 日，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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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贝托·贝尔涅·萨博亚(Gilberto Vergne Saboia)(巴西) 

 

[原件：英文] 

2016 年 3 月 10 日巴西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萨博亚大使自 2007 年以来一直是国际法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在国际法领域具有

丰富的经验。本照会所附的简历即可证明这一点。 

…… 

吉尔贝托·贝尔涅·萨博亚大使于 1942 年 5 月 16 日出生在里约热内卢，自 2007

年起就是国际法委员会的积极成员。他的母语是葡萄牙语，也通晓英文、法文和

西班牙文。他毕业于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在巴西的外交学院——里约

布朗库学院——求学后于 1966 年加入巴西外交部，任三等秘书。1982 年，他成

功提交一篇关于“人权的国际保护”的论文，满足了晋升要求。 

萨博亚大使曾被派驻巴西驻华盛顿和危地马拉大使馆、巴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代表团和驻华盛顿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常驻代表团。作为大使，他曾任

巴西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副代表(1993-1998 年)和驻瑞典(1998-2000 年)兼拉脱维亚

大使。从 2003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他曾任驻荷兰大使，负责协调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工作组，并任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他还曾任驻匈牙利

大使(2008-2010 年)和亚历山大德古斯芒基金会主席(2011-2012 年)。该基金会是与巴

西外交部有关联的机构，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和学术活动。 

萨博亚大使在多边论坛拥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并擅长法律、政治和人权问题。他曾任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的代表(1980-1981 年)。他还参加过外交全

权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88 年)。 

萨博亚大使作为巴西驻美洲组织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常设理事会法律和政治问

题委员会以及美洲组织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工作。 

在人权领域，他曾当选为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专家(1990-1993 年)；

世界人权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1993 年)，维也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

会议主席(1996 年)。他负责提出巴西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1996 年)

和提交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第十次报告。他率领巴西代表团出席关于人权和相

关问题的各种国际会议，例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执行委员会。 

他曾率领巴西代表团出席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会议(罗马，1998 年)，并参加了法官

和法律专家在巴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该研讨会就批准《罗马规约》的宪法和法

律影响进行了辩论，以利于巴西批准该《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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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司法部内阁级别的人权国务秘书期间(2000-2001 年)，萨博亚大使推动执行

国家人权方案，并作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协调巴西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

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德班，2001 年)开展的筹备工作。他采取的其

他举措包括筹备发起国家禁止酷刑运动，并继续加强证人和犯罪受害人保护国家

方案。他曾任巴西国家管理局局长，负责国家执行《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

作海牙公约》的工作。 

作为巴西外交部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萨博亚大使从 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9

月参加了与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古巴、德国、印度、伊朗、墨西哥、新西

兰、俄罗斯和泰国的高级别政治磋商。他协调了委内瑞拉美洲组织秘书长之友小

组在副部长一级的工作。他还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欧洲联盟首脑会议和里约集

团的国家协调员。他代表巴西政府作为观察员参加了非洲联盟第二次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会议(马普托，2002 年)。 

在国际法委员会中，萨博亚先生积极参加全体会议和起草委员会及工作组会议上

就列入委员会议程的议题进行的辩论和谈判。他于 2014年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 

萨博亚大使撰写了关于在巴西和拉丁美洲建立人权标准的各方面问题的若干文

章以及有关打击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和不容忍问题的文章。2015 年，他成

为巴西国际法学院董事会(一个咨询机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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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维尔·斯图尔马(Pavel Šturma)(捷克共和国) 
 

[原件：英文] 

教授、法律博士、理学博士。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3 年 7 月 21 日生于布拉格 

国籍：捷克共和国 

  学历和资历 
 

1981-1985 年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法学系 

    1985 年毕业，获得法律博士(JUDr.)，成绩优异 

1986-1992 年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哲学系 

    毕业时获哲学和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6-1989 年  在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法律研究所进行研究生学习，哲

学博士论文题目：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1990 年   获得博士学位 

1990-1991 年  巴黎第二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 

1991 年   获得进修结业证书 

2001 年   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国际刑事法院和按照国际法 

    起诉罪行” 

自 2002 年起  国际法教授(由捷克共和国总统任命) 

  研究、教学和其他专业经历 
 

2006-2014 年  法学院副院长 

自 2002 年 11 月起 查尔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教授 

自 1997 年 9 月起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系主任(全职) 

    捷克科学院法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拉格(兼职) 

自 1996 年起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副教授(教员) 

1995-1996 年  查尔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讲师，捷克科学院法律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兼职) 

1993-1995 年  国际公务员，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 

1992 年 10-12 月 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法学院客座讲师 

1992 年 8-9 月  在斯特拉斯堡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秘书处)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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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2 年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在捷克共和国国内和国外出版专著和(或)与他人合著的关于国际法和欧洲法的16

部书和 140 多篇文章和研究报告，主要用捷克文出版，但也用英文和法文出版。 

职务和经历 

  A. 公共法律职务 

 

–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 捷克共和国政府立法委员会成员(2000-2007 年) 

– 捷克共和国政府人权理事会成员(2007-2013 年) 

– 外交部长外聘顾问委员会成员(1998-2002 年) 

– 欧盟基本权利独立专家网络成员(2003-2006 年)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2-2016 年)、第一副主席(2013 年) 

  B. 代表捷克共和国参加的重要谈判 

 

– 作为捷克代表团成员出席 1998 年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会议 

– 作为捷克代表团成员(或团长)参加制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特设

委员会(维也纳，1999-2000 年) 

– 作为捷克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纽约，2008 年、2009 年、

2010 年、2011 年) 

  C. 其他专业经历 
 

– 编写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的捷克政府对 Banković案意见的专家组成员，2000年 

– 获得捷克律师资格，在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 Zehnalová和 Zehnal诉捷克共和

国一案中作辩护，2002年 

– 在若干仲裁案中任专家和(或)协理律师，包括 ČSOB 诉斯洛伐克共和国案、

HICEE 诉斯洛伐克共和国案等 

  D. 海外客座教授和导师职务 

 

– 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夏季课程，塞萨洛尼基，1999年，导师 

– 巴黎南大学(第十一大学)客座教授，2001 年 

– 法国格勒诺布尔欧洲夏季学院，2001 年、2003 年 

– 讲座，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伊拉斯谟-苏格拉底计划，2002 年、2003 年、

2008年 

– 讲座，意大利泰拉莫大学，国际刑法国际硕士课程，2002年、2003年、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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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法律大学客座教授，自 2005年以来 

– 讲座，国际人道主义法暑期班，华沙，2007年 

– 讲座，第 39 届夏季班，国际人权研究所，斯特拉斯堡，2008年 

– 讲座，意大利锡耶纳大学，2008年 

– 国际比较法律学会专题会议(墨西哥城，2008年)，关于统一法对保护文化遗

产和维护文化遗产影响的国家报告员 

– 国际比较法律学会大会关于保护外国投资的国家报告员，华盛顿，2010 年 

– 参加国际法协会大会(2000 年、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国际刑事法院委员会成员 

  E. 专业组织成员资格 
 

– 捷克国际法协会(主席) 

– 国际法协会(捷克分会研究部主任) 

– 捷克国家委员会(秘书)，法学国际协会 

– 国际比较法律学会 

– 美国国际法学会 

– 法国国际法学会 

– 欧洲国际法学会 

  F. 荣誉 

 

– 荣誉骑士勋章(由法国总统颁发，2004 年) 

语言知识： 

捷克语(母语)，熟练掌握英文、法文、俄文 

部分掌握德文、西班牙文、斯洛伐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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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夏·加尔旺·特莱斯 Patricia Galvão Teles(葡萄牙) 
 

[原件：英文] 

  个人资料 
 

1970 年 9 月 29 日生于葡萄牙里斯本 

已婚，有 2 名子女 

葡萄牙国籍 

葡萄牙语(母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流利。对意大利语的理解力很好 

  学位 
 

2002 年  国际法博士学位，瑞士日内瓦国际和发展问题国际研究所，论文题目

“East Timor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how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deals with the violations infringed upon it”(论文

导师：乔治·阿比-萨博和卢修斯·卡弗利/马塞洛·科恩。校外考官：

布鲁诺·西马)。 

1995 年  国际法硕士学位，同一研究所，论文题目“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993 年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法律系法律学位 

  经历和专业职务 
 

现任职务  葡萄牙外交部法律司国际法高级法律顾问(2015 年以来) 

2016 年起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2015-2008 年 葡萄牙常驻欧洲联盟代表团法律顾问，布鲁塞尔 

负责：法律和机构问题，特别是执行里斯本条约的有关问题；针对

葡萄牙共和国的违规诉讼；关于欧洲法院、基本权利、人权、联合

国、国际公法、国际刑事法院、海洋法、数据保护和工业产权(专

利和商标)的各工作组 

2008-2001 年 葡萄牙外交部法律司国际法法律顾问 

在法律司担任国际法律事务协调员。负责起草葡萄牙在国际法律会

议上的立场(2008-2004 年) 

葡萄牙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法律事务)的代表团成员(2007-2002

年)，包括国际法周和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在内。负责起草葡萄

牙对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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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参加公法顾委 /欧洲委员会国际法工作组的代表团成员

(2008-2004 年) 

葡萄牙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普林斯顿进程会议和侵略罪

工作组的代表团成员(2008-2006 年) 

葡萄牙参加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和国际刑事法院工

作小组的代表团成员(2008-2003 年) 

负责各种事项的法律意见：国际法、欧盟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外交代表、国家、国际组织和欧盟机构的特权和豁免；海洋法；人

权；国际人道主义法；国籍；条约法；条约的暂时适用等 

谈判和起草多边和双边国际公约(如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

免公约》和与葡萄牙国签订的总部协定)，在葡萄牙国内准备若干

公约批准程序(如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参加解决涉及葡萄牙国在欧洲和国际机构内争端的谈判和调解(如

专家调解欧洲海事安全局与葡萄牙共和国之间的争端) 

2007 年  在葡萄牙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期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国际刑

事法院工作小组主席和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副主席。葡萄牙外交部法

律司协调员，处理与葡萄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相关的事项 

2004 年  国际法院审理的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葡萄牙)一案

的葡萄牙代表团成员 

2002-1999 年 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葡萄牙代表团成员，包括在葡萄牙担任欧

洲联盟主席期间，2000 年 

1999 年  在 1999 年 5 月葡萄牙与印度尼西亚订立纽约协定之后，葡萄牙参

加联合国组织的东帝汶全民协商选举观察团成员 

1997-1995 年 国防部长法律顾问 

1995 年  在国际法院关于东帝汶一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的口头听证期间担

任葡萄牙代表团的助理 

  学术和研究经历 
 

现任职务  里斯本自治大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系国际法和欧盟法助教(2002 年

起)。目前在教“国际公法”和“欧盟法”本科课程、“国际法趋势”

和“国际法中的正义战争”硕士课程以及“伊比利亚-美洲的国际

法”这门研究生课程 

里斯本诺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客座教授(2015 年以来)。目前在教

“国际人道法”这门硕士课程和“国际刑法”这门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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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暑期课程英语班的学习主任。与詹姆斯·克

劳福德教授(剑桥大学)、伊夫·都德(巴黎第一大学学院秘书长和名

誉教授)和萨曼莎·贝松(弗里堡大学)一起担任文凭评审团成员 

2009 年起 里斯本自治大学对外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科学理事会成员。葡萄

牙国家研究委员会注册研究员 

关于国际关系的在线杂志 Janus.Net 的编委会成员和评审员 

共同负责正在进行的关于“国际刑事司法”研究项目 

参加两个正在进行的国际研究项目“经济空间、安全空间”(主题

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权”)和“非洲地区的安全体制”(主题是“非

洲欧盟、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保护责任”) 

2008-2002 年 里斯本自治大学“新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研究”硕士班教授(教

“国际法中的正义战争”和“人权”) 

里斯本自治大学法律和国际关系本科学位教授(教“国际公法”、“国

际私法”、“法学导论”、“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里斯本自治大学对外关系观察站理事会成员兼研究项目“葡萄牙外

交政策的顶点”共同协调人 

里斯本自治大学举办的进入外交界准备课程法律方面的协调人，负

责讲授“国际公法”课程 

里斯本大学研究所“法学新前沿”硕士班教授(教“全球化与国际法”) 

“葡萄牙空军晋升课程”和“高等军事研究所联合少校参谋课程”

教授(教“国际法与使用武力”和“人权与国际人道法”) 

里斯本大学研究所“社会服务”硕士班教授(教“人权与社会服务”) 

2006 年起 里斯本自治大学、里斯本大学研究所和波尔图大学法律系硕士和博

士论文导师和评审员。司法研究中心法官培训班竞赛陪审团 

1997 年起 经常在国际法协会、联合国、葡萄牙国际法学会、葡萄牙外交学院、

国防研究所、军事院校、若干所葡萄牙大学和外国大学、国民议会、

司法部、葡萄牙红十字会、民防局、古尔本基安基金会等会议、课

程和专题讨论小组上演讲 

在这类会议、课程和专题讨论小组上涉及的主题主要是：国际法；

联合国；人权和基本权利；国际人道主义法；东帝汶；国际法的制

定；使用武力；全球化与国际法；条约法；国家责任 

1997-1996 年 里斯本自治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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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学术和培训经历 
 

2015-2014 年 J. GRIGNON (编), “Hommage à Jean Pictet”/”Tribute to Jean Pictet”

一书的科学委员会成员，Éditions Yvon Blais/Schulthess，2016 年 

2013 年  美洲人权体系巴西竞赛书面诉状评委 

2012 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萨拉热窝举办

的区域模拟法庭竞赛评委 

2012-2011 年 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讲授欧盟培训

新加盟国家的文书，讲解里斯本条约后欧盟新的体制结构 

2002 年起 让·皮克特大赛(培训和模拟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成员。组织会

议、挑选团队、审定英语和法语赛场的模拟案例和陪审团，包括总

决赛评委 

1998 年  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法委员会研讨会 

1995 年  协助国际法研究所组织里斯本会议 

1995-1993 年 参加海牙国际法学院的国际公法会议 

  现有成员资格和所属关系 

葡萄牙国际法学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成员。国际法协会“国际法与海平面上升”委员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葡-西班牙-美国国际法研究所成员 

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 

  学术研究金 

葡萄牙政府 Praxis XXI 方案 

古尔班基安基金会(葡萄牙) 

东方基金会(葡萄牙) 

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瑞士) 

  咨询经历 

2004 年  为 PLMJ (António Maria Pereira, Sáragga Leal, Oliveira Martins, Júdice 

& Associados)律师事务所提供咨询 

2002-1999 年 为 Miguel Galvão Teles, João Soares da Silva & Associados 律师事务

所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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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为儿童基金会提供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咨询 

1999-1997 年 为葡萄牙红十字会提供咨询 

1995 年  为 Frère Cholmeley 律师事务所提供咨询 

1994 年  为欧洲联盟委员会提供咨询，前往赞比亚和马拉维对东南非共同市

场和优惠贸易区条约译文作法律修订 

1994 年  欧洲联盟委员会法律文本的自由职业翻译 

  出版物 

 

 “O contributo das Nações Unidas e da Comissão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para a 

formação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breve balanço por ocasião do 70º aniversário da 

Organização das Nações Unida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rief 

overview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即将出版) 

 “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in the present 

quinquennium (2012-2016) and possible future topics: How to remain relevant in the 

21
st
 century”, Anuári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4-2015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2014-2015) (即将出版)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A “containment strategy” for turning the ILC Draft Articles 

into a Convention”, Anuário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2014-2015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2014-2015) (即将出版) 

 “A Responsabilidade Internacional do Estado por Factos Ilícitos: o longo caminho 

para uma Convenção?”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The 

long road for a Convention?), in Questões de Responsabilidade Internacional – Atas 

da Conferência na Universidade do Minho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at Minho University) (即将出版) 

 “Comitologia” (Comitology), Enciclopédia da União Europeia (Encyclopaedia of 

the European Union) (即将出版) 

 “A regulação jurídica da violência: o legado da Primeira Guerra Mundial (Law and 

violence: the legac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bservare –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0 years after 1914,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July 2014 (即将出版) 

 “Segurança Ambiental e Ordem Internacional -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m constante 

tensão e inovação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 

International Law in constant tension and innovation)”, 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IV 

Portuguese-Spanish Encounte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s, Seville, June 2014, in P. A. Fernández Sánchez et al, Seguridad 

medioambiental y orden internacional: IV Encuentro Luso-Español de Profesore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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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telier, Barcelona 

(2015) 17-39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combating 

impunity: an assessment 15 years after the Rome Conference”, Janus.Net 5/2 

(2014-2015) 

 “As sanções e as relações entre as ordens jurídicas internacional e europeia 

(San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egal 

Orders)”, Boletim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LXXXVIII-II (2012) 881-898 

 “As relações entre a ordem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e a ordem jurídica 

europeia/comunitária: o caso das sanções/medidas restritiv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Community Legal Orders: the case of 

Sanctions/Restrictive Measures), in Estudos em Homenagem a Miguel Galvão Teles 

– Vol. I, Almedina, Coimbra, 2012 

 “Comentário ao Artigo 24º do Tratado de Funcionamento da União Europeia 

(Iniciativa de Cidadania)” (Commentary to Article 24º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 Citizens Initiative), in M. Lopes Porto e G. 

Anastácio, Tratado de Lisboa – Anotado e Comentado, Almedina, Coimbra, 2012 

 “A Aliança das Civilizações: a sua criação” (The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its 

creation), Janus 2009  

 “Globalização e novas fronteiras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 in M. E. Gonçalves and P. Guibentif, Novos 

Territórios do Direito – Europeização, Globalização e Transformação da Regulação 

Jurídica, Principia, Estoril (2008) 99-114 

 “O fim do projeto constitucional e a pausa para reflexão”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project and the pause for reflection) and “Multinacionais e Direitos 

Humanos” (Multinationals and Human Rights) (合著), Janus 2008  

 Política Externa Europeia? Consequências para Portugal (European External 

Policy? Consequences for Portugal), Ediual, Lisboa, 2007 (合著) 

 “O que mudou no direito internacional (1997-2007)” (What has changed in 

International Law), Janus 2007  

 “A PESC nos Tratados: Antecedentes e Evolução” (The CFSP in the Treatie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s instrumentos e Atores da PESC” (The instruments and 

actors of CFSP), “A PESC nos debates da Convenção Europeia” (The CFSP in the 

debate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 que prevê a Constituição Europeia sobre a 

PESC” (What does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contain about CFSP), Janus 2006   

 “Alice no País das Maravilhas ou breve história de um processo no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 Justiça: Sérvia e Montenegro c. Portugal e outros Membros da 

NATO sobre a Legalidade do Uso da Força (Alice in Wonderland or a brief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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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cee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erbia and Montenegro v. 

Portugal and other NATO members on the Legality of the Use of Force)”, Revista 

“Negócios Estrangeiros”, 8 (2005) 31-40 (合著) 

 “Intervenção humanitária e legítima defesa preventiva: as novas guerras justa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ve self-defense: the new just wars?), Janus 

2005  

 “Portugal e o Tribunal Internacional de Justiça” (Portug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ortugal e a Resolução Pacífica de Conflitos” (Portugal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nd “Portugal e os Direitos Humanos” (Portugal 

and Human Rights) (合著), Janus 2004  

 “A ordem jurídica internacional em transição? Multilateralismo vs. unilateralismo e a 

intervenção militar no Iraque”,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transition: 

multilateralism vs. unilateralism and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Iraq) in A. Menezes 

Cordeiro et al (编), Estudos em Homenagem ao Professor Doutor Inocêncio Galvão 

Telles, Vol. IV, Almedina, Coimbra, 2003  

 “A ONU e o combate ao Terrorismo” (The UN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Terrorismo e Direitos Humanos”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A intervenção 

estrangeira no Afeganistão e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e “As Nações Unidas e a Questão Palestinia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Janus 2003  

  “Tratados internacionais e política externa (1996-2001)”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Foreign Policy (1996-2001) (co-author) e “Timor-Leste e Direitos Humanos” (East 

Timor and Human Rights) (合著), Janus 2002  

 “Autodeterminação em Timor-Leste: Dos Acordos de Nova Iorque à consulta 

popular de 30 de Agosto de 1999 (Self-Determination in East Timor: From the New 

York Agreements to the Popular Consultation of 30 August 1999)”, Documentação e 

Direito Comparado - Boletim do Ministério da Justiça 79/80 (1999) 381-454 

 “De Nuremberga a Roma: a repressão internacional dos crimes de guerra e dos 

crimes contra a humanidade” (From Nuremberg to Rome: the international 

repression of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author) e “A Reforma das 

Nações Unidas” (The United Nations Reform) (合著), Janus 1999-2000  

 “Portugal: Política de Defesa e Política Externa” (Portugal: Defence Policy and 

External Policy) (co-author) e “Portugal e o controlo e a redução do armamento” 

(Portugal and arms control and reduction) (合著), Janus 1998 (Special Supplement 

on the Armed Forces) 

 “Tratados internacionais e política externa (1986-1996)”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External Policy 1986-1996) (co-author) e “Controlo internacional do respeito pelos 

Direitos Humanos em Portugal”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Portugal) (合著), Janus 1998  

http://undocs.org/ch/A/RES/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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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rownlie, Princípios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Lisboa, 1998 (合译) 

 “O estatuto jurídico de Timor-Leste: um case study sobre as relações entre os 

conceitos de autodeterminação e soberania (The legal status of East Timor: a cas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eignty)”,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15/16 (1997) 193-248.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eaty and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 O Direito 129 

(1997) 269-311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Revista Jurídica da Associação 

Académica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e Lisboa 20 (1996) 73-137 

 Verbo, Pólis and Luso-Brasileira 百科全书中关于日内瓦四公约、日内瓦会

议、战争、联合国、东帝汶、人权、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国家豁免法院、

常设仲裁法院、北约、非政府组织和欧洲议会等多个条目的作者 

  奖项 
 

因翻译 I. Brownlie, Princípios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Lisboa, 1998 一书而获拉丁语联盟/

基金会科技翻译奖荣誉提名 

因翻译“O estatuto jurídico de Timor-Leste: um case study sobre as relações entre os 

conceitos de autodeterminação e soberania (The legal status of East Timor: a cas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overeignty)”,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15/16 (1997) 193-248 一书而获葡萄牙外交官协会阿里斯蒂德·索萨·门

德斯奖荣誉提名 

http://undocs.org/ch/A/RES/15/16
http://undocs.org/ch/A/RES/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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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雷·特拉第(Dire D. Tladi)(南非) 
 

[原件：英文] 

2015 年 12 月 18 日南非共和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南非政府十分重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多年来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

作出的贡献。因此，本政府对只提名最有资格竞选国际法委员会的候选人这一点

坚信不移。如所附简历所示，特拉第教授具备国际法委员会所需的合适资历。特

拉第教授现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且是强行法专题的特别报告员。他不仅是一

位有建树的学者，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特拉第教授目前是比勒陀利亚大学

的国际法教授，也是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的特别顾问。之前从 2006 年至 2013 年

止，特拉第教授出任国家首席法律顾问(国际法)。在此期间，从 2009 年至 2013

年，他还担任过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他以这些身份代表南非出席了

一系列国际外交会议，并数次担任南非代表团团长。 

特拉第教授的学术生涯横跨三大洲，曾在南非、美国和荷兰获得学位。他在国际

法各领域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和著作章节。 

…… 

  迪雷·特拉第简历 
 

迪雷·特拉第拥有比勒陀利亚大学学士学位、康涅狄格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鹿特

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博士学位。他是比勒陀利亚大学公法系国际法教授兼同一所大

学非洲比较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他还是斯泰伦博希大学杰出教授。他曾于 2015

年 4 月任日本神户大学客座教授，并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应邀担任德

国柏林洪堡大学高级研究员。最近，国际法学院董事会还邀请他在 2020 年夏季

海牙学院开设的国际公法班上教授一门特别课程。 

迪雷于 2011 年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2012-2015 年)。他在委员会任

职时间，积极参加所有专题。除一次外，他在每个专题的起草委员会任职，每年

如此，而且参加所有工作组和规划小组。他在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当选起草委员

会主席(2013 年)。2014 年，他在第六十六届会议期间当选为委员会的总报告员。

2013 年，迪雷向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提交了一项关于研究强制法专题的提案。

2014 年，在第六十六届会议期间，委员会根据他的提议，决定将强制法专题纳入

其长期工作方案。在 2015 年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决定将强制法专题纳

入其当前议程，并任命迪雷·特拉第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从 2006 年至 2013 年，迪雷·特拉第担任南非政府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首席国家法

律顾问。作为一名外交官，他代表南非出席许多国际会议，包括关于海洋和海洋

法、国际刑事法院和非洲联盟等会议。例如，他在关于合并非洲法院与非洲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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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权利法院的谈判中任南非代表团团长。从 2009 年至 2013 年，他担任南非

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包括在 2011-2012 年南非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 

离开该部以来，他继续参与国际法的实践。例如，在调解马拉维（尼亚萨）湖边

界争端期间，他作为法律咨询小组一员，向前总统希萨诺、莫加和姆贝基提供咨

询。他还担任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迈特·恩科阿纳-马沙巴内女士的法律问题

特别顾问。他还曾参加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国际法专家小组。迪

雷·特拉第发表了六十多篇学术期刊论文和著作章节(见附件)。他最近被任命为

南非国际法年鉴的共同主编。他任多种国际法律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如国际法

庭的法律和实践。他曾应邀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上发言。最近，

他于 2015 年 5 月在国际刑法工作组第十一次会议作了一次主旨发言，主题为“非

洲和国际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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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版物和研究成果清单 
 

 

论文 

"The Immunity Provisions in the AU Amendment Protocol: Separating the (Doctrinal) 

Wheat from the Normative (Chaff)" (2015) 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3* 

"National Commissioner of the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v Southern African 

Human Rights Litigation Centre (Sup Ct App S Afr) - Introductory Note" (2015) 54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52 

"A horizontal Treaty on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Matters: The next step 

for the evolution of a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2014) 

29Southern African Public Law 368*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SS Paper Series 

24 November 2014* 

"ICC and the UNSC: Point Scoring and the Cemetery of Good Intentions" 10 October 

2014, ISS Today 

"What will Africa make of its Opportunity to Lead the ICC" 30 July 2014, ISS Today 

"When Elephants Collide it is the Grass that Suffers: Cooperation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Context of AU/ICC Dynamics" (2014) 7 Afric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81* 

"State Practice and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Case of the 

Legal Rules Relating to Marine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2014) 1 Journal of State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97 

"The Nonconsenting Innocent State: The Problem With Bethlehem's Principle 12" 

(2013) 10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70* 

"The ICC Decisions on Chad and Malawi: On Cooperation, Immunities and Article 

98" 20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199* 

"Security Council, the use of force and regime change: Libya and Cote d'Ivoire" (2012) 

37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2* 

"On the Al Qaida/Taliban Sanctions Regime: Due Process and Sun Sets" 2011 10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71* 

"Kampala,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Adoption of a Definition for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A Dream Deferred" (2010) 35 SA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80* 

"Civil Li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artagena Protocol: To Be or Not to Be 

(Binding)" (2010) 1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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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9 34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7*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on the Deep Seabed: The Continuing Search for a Legally 

Sound Interpretation of UNCLO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aking and 

Diplomacy 2008 65* 

"The Right to Diplomatic Protection, The Von Abo Decision and One Big Can of 

Worms: Eroding the Clarity of Kaunda" (2009) 1 Stellenbosch Law Review 12* 

"Fuel Retaile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A Response to Feris" (2008) 

1 Constitutional Court Review 255* 

"South African Lawyers, Values and the New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Road 

to Perdition is Paved with Laudable Goals" 2008 33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l67* 

"Strict Positivism, Moral Arguments, Human Rights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South 

Africa and the Mynmar Vote" (2008) 1 African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23* 

"Corporates and the Flexible Mechanisms in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The 

Privatis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7) 32 SAYIL 396* 

"Some Notes on South Africa's Participation in the Law of the Sea: 2006-2007" (2007) 

SA Law Teachers Bulletin 

"Reflect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Benefit Sharing and the Law of the Sea" 200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183* 

"The Act of State Doctrine in South Africa: Has Kaunda settled a vexing question?"与

P Dlagnekova 合著，2007 22 SA Public Law 444* 

"Reflections on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Security Counci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Limits of Power" (2006) SAYIL 231* 

"Will of State, Cons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Piercing the Veil of Positivism" 与 P 

Dlagnekova 合著(2006) SA Public Law 111* 

"The Biosafety Protocol and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One 

Hand It Giveth, With The Savings Clause It Taketh" 2006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83*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2006) SA 

Law Teachers Bulletin 25 

"Understanding Kyoto" February 2005 Without Prejudice 3 (致编辑的信) 

"What Impact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Will Kyoto's Entry into Force Have?" 2005 

Codicillus 42 

"Stro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a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Earth 

Charter: Towards a More Nuanced Framework of Analysis" 2004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17* 



 A/71/83 

 

299/336 16-07028 (C) 

 

"International Law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mber Reflections on World Bank 

Efforts" 2004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IMF Conditionality, Debt and Poverty: Towards a 'Strong' Anthropocentric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4 South African Mercantile Law Journal 31* 

"Strong Sustainability, Weak Sustaina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Using the Earth Charter to Redirect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Debate" 2003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 

"Intragenerational Equity: A New Name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2003 Fundamina 

197*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Food for Legal Thought?" 2003 

Codicillus (与 Bray 和 Moodley 合著)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in the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the Common Law: 

Afrox Health Care case" 2002 South African Public Law 473* 

"Of Course for Humans: A Contextual Defense of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2002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177* 

"Breathing Constitutional Values into the Law of Contract: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he Constitution" 2002 De Jure 306* 

"Can the Wolf Protect the Lamb? Trade as an Instrument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2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49* 

"The Liability Protocol to the Basel Convention on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An Overview" 2000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202*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Reviving the 

Debate on the Efficacy of the ICJ" 2000 South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32* 

"The Quest to Ban Hazardous Waste Import in Africa: First Bamako and Now Basle" 

2000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210* 

"Americans Indians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Helpful Pointers in a Raging South 

African Dilemma" 2000 De Jure 259* 

"Deconstruction of Myths III" (1999) Fundamina, Special Edition, Law in Africa 

Conference 34 

"Legal Pluralism or a New Repugnancy Clause"( 与 Ph Thomas 合著 )1999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354* 

著作和著作章节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in an International Law-Friendly Framework: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in Helmut Aust and Georg Nolte (编 )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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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Courts: Uniformity, Diversity and Convergence (即将

出版，2015 年)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the South African Legal Order" in de Wet, 

Hestermeyer and Wolfrum (编)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Germany 

and South Africa (2015)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pplementary Protocol: 

Reinterpretation and Re-imagination" in Akiho Shibata (编)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Regime for Biodiversity Damage (2014)  

Blood in the Sand of Justice (2014) (虚构作品) 

"Oceans Governance: A Fragmented Regulatory Framework" in Pierre Jacquet, 

Rajendra Pachauri and Laurence Tubiana (编) A Planet for Life 2011 - Oceans (201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the Conflation of Values: The Fuel 

Retailers case " in Duncan French (编)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Justice 

(October 2010) 

"Flexible Mechanisms" in V I Grover (编)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Ten 

Years On Years After Kyoto and Still Counting (2008)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Analysis of Key Enviro-Economic 

Instruments (2007) 

"Environmental Rights" (与 Loretta Feris 合著) in Danie Brand and Christoff Heyns 

(编) Socio-Economic Rights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5) 

"Breathing Constitutional Values into the Law of Contract: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Bělovsky and Skřejpek(编)The Roman Law Tradition in Societies 

in Transiti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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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阿滋·艾哈迈德·通果(Muaz Ahmed Tungo)(苏丹) 

[原件：英文] 

穆阿滋·艾哈迈德·通果，博士、硕士、法学学士； 

简历 

个人资料 

 穆阿滋·艾哈迈德·通果 

  苏丹高等法院和宪法法院大律师和副检察长 

学历 

剑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博士(地址：Wolfson College, Cambridge CB3 9BB，

United Kingdom)(1998 年) 

伦敦外交学院外交研究文学硕士，威斯敏斯特大学(地址：309 Regent St.，

London WC1，UK)(1991 年) 

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系政治学学士(地址: Hassan II 

University, Rue D'eljadida，Casablanca, Morocco)(1986 年) 

经历 

1. 分区主任(相当于副首席法官)，负责国际法和诉讼(包括

美国法院案件档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国际商会“巴

黎”仲裁，此外还有国际刑事法院) 

[2014-2015 年] 

2. 卡塔尔国司法部专家法律顾问，多哈 [2014 年 6 月 12 日] 

3. 人权咨询理事会报告员 [2011-2015 年] 

4. 人道主义法全国委员会报告员 [2011-2015 年] 

5. 苏丹司法部部长办公厅技术研究局负责人，喀土穆 [2008-2011 年] 

6. 白尼罗河(5B)石油作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科负责人，苏

丹喀土穆 

[2009-2011 年] 

7. 与南苏丹谈判的苏丹政府小组成员 [2005-2015 年] 

8. 司法部主管国际法和条约检察长(相当于高等法院法官)，

喀土穆 

[1998-2008 年] 

9. 大律师和副检察长 [1998 年] 

10. 起草了许多示范条约、协定和法规  [1998-2015 年] 

 



A/71/83  

 

16-07028 (C) 302/336 

 

人权咨询理事会的职能 

依据建立人权咨询理事会的法令，理事会的职能和工作规定如下： 

 向国家提供人权领域的咨询和专门知识。 

 进行人权领域的必要学习和研究，答复收到的询问。 

 请政府机构或任何其他相关实体提供必要信息和数据。 

 参加区域和国际会议以及参加相关的国家委员会。 

 安排和准备与人权相关的个人和组织来访。 

 撰写履行国际或区域人权条约义务的必要国内、区域和国际报告。 

 与联合国、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各机构开展人权问题上的合作。 

人道主义法全国委员会的职能 

依据建立人道主义法全国委员会的法令，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是： 

1. 起草旨在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国际承诺的法律草案、法规和其他

文本，以确保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 

2. 审查将人道主义法的规定纳入国内立法所需的内部法规和任何修正，并提议

行政和立法当局批准； 

3. 建议批准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 

4. 帮助实施这类法律规定的义务，特别是为此审查国家立法和行政措施(遏制

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保护标志，保障受保护人)并提供咨询意见； 

5. 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传播和培训提供咨询意见并进行监测(对象是武装部队、

警察、公务员、人道主义组织、法律和医务工作者、学校和大学、记者和广

大公众)； 

6. 协调和促进政府和其他组织加强和宣传人道主义法的活动； 

7. 常备一批有人道主义法专业知识的人员，并确保与其他国家委员会、政府间

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立联系。 

作为主管国际法的副检察长(相当于高等法院法官)，我的职责和责任可概括为以

下几方面： 

(1) 在国际贸易和经济法方面 

在此国际法领域，我负责就国际经济和贸易法、公约、条约、协定(包括世贸组

织和组织章程)起草研究、分析、解释和提供给所有政府机关的法律意见和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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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我还负责对贷款协议起草、研究、分析和提供法律备忘录，无论是主权国家

或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贷款协议，并提交部长理事会和起草供批准加入的最后

法案。我还负责审查苏丹境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特许权，之后由能源和矿业部签名

通过。 

作为加入世贸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和法律部门的负责人，我起草了法律计划，提出

了现行法规修正案，起草了新的立法，以便在成功加入后能符合规定并从中获益。 

(2) 在国际习惯、条约法、翻译和法律改革方面 

在此国际法方面，我负责就国际法、公约、条约、协定以及与贸易法以外的其他

国际法领域相关的组织起草研究、分析、解释并向所有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意见和

备忘录；将其译成英文或阿拉伯文。此外还起草供批准加入的法案，起草关于将

某些国际规定纳入国内立法的法律备忘录和意见。跟踪国际法方面的最新发展也

是我的责任范围，如国际环境法、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法

院、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等问题。 

(3) 国际组织方面 

在此国际法方面，我负责就苏丹加入或想加入的国际组织的法律方面起草、研究、

分析、解释并向所有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意见；将其法律文书和文件译成英文或阿

拉伯文。我还起草批准和加入法案，并就通过和(或)采纳某些国际规定的问题起

草意见和提出咨询意见。 

(4) 在国际人道主义和刑法方面 

在此国际法方面，我负责就国际刑法、法律及司法条约和决策的各个方面起草研

究、分析、解释和向所有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意见。我还起草批准和加入法案，并

就通过和(或)将某些国际规定纳入国内法及其与国内法律的兼容性问题起草意见。

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公约、条约和协议也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5) 在双边条约方面 

在此国际法方面，我负责代表司法部与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筹建和谈判高级和部

长级联合委员会的所有工作。我在 2000 年为不同部委起草了若干双边协议、谅

解备忘录和实施方案。我还负责与其他部门协调，就各个主题的所有双边条约和

协定起草研究、分析、解释和向所有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意见。我还起草批准加入

法案，并就其与国内法的兼容性问题起草法律备忘录和意见。我参加或委派他人

参加了与其他国家的所有专家和部长级联合委员会。 

(6) 在国际水道和尼罗河流域方面 

在此国际法方面，我负责就涉及尼罗河流域的所有双边或区域性条约和协定以及

国际海洋法、国际和国内海事法、尼罗河水、地下水和大湖区合作的问题起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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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解释并向所有政府机关提供法律备忘录和意见。我还起草其批准加入

法案，并就其与国内法的兼容性问题起草意见和备忘录。 

(7) 在国际边界方面 

在此国际法方面，我负责就有关划定国内边界和与邻国的国际边界问题的所有双

边或区域条约和协定起草研究、分析、解释和向所有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意见。我

还参加解决边界争端的工作。 

部分工作： 

1. 成功地领导了北南边界恢复问题研究小组；苏丹国家档

案馆，喀土穆；公共记录办公室，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杜伦

大学和牛津大学。 

[2005-2013 年] 

2. 向喀土穆仲裁中心、苏丹仲裁中心以及特别是有关以下

各种专题的其他仲裁和学术中心提交了论文，举办了讲习

班，作了讲座和演讲：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制定边界的法律

原则、地图在边界案件中的证据价值、世界贸易组织内的争

端解决、环境法和海洋法。 

[2006-2015 年] 

3. 成功地领导了阿卜耶伊边界恢复问题研究小组；苏丹国

家档案馆，喀土穆；公共记录办公室，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杜伦大学和牛津大学。 

[2007-2008 年] 

4. 成功地领导了达尔富尔边界恢复问题研究小组；苏丹国

家档案馆，喀土穆；公共记录办公室，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杜伦大学和牛津大学。 

[2005-2007 年] 

编辑经历 

1.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杂志主

编，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系 

[2013-2015 年] 

2. Sudan Focus 通讯助理编辑 [1992-1997 年] 

行政经历 

我在司法部就业期间，负责管理 25 至 40 名不同级别的法律

顾问，包括股和科的负责人。有 20 至 30 名相关支助人员。

他们是行政人员，包括律师助理。 

 

首次在司法部成立了国际法律和条约司。 [1998 年] 

帮助成立了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是大

湖区 11 个成员国在 2004 年成立的一个组织，作为解决武装

[2004-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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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维护和平、安全、稳定并为该地区的冲突后重建奠定

基础的一个论坛。成员国是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苏丹、坦

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 

帮助在 2007 年 6 月 7 日建立了非洲联盟边境方案这一负责

边境问题的第一次非洲部长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洲联盟

边境方案的宣言及其实施方式。执行理事会在加纳阿克拉核

可了宣言。 2010 年 3 月 25 日，委员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召

开了第二次非洲联盟负责边境问题部长会议。部长们通过了

关于非洲联盟边境方案的宣言及其实施方式。2010 年 7 月

23 日，执行理事会在乌干达坎帕拉核可了这一宣言。 

[2006-2007 年] 

作为副检察长重新设立了人权部。 [2010-2015 年] 

作为分区主任(副首席法官)，建立了国际法诉讼部门。 [2014-2015 年] 

出版物： 

著作 

1. The Concept of Shura in the Islamic Jurisprudence [2014 年] 

2. A Guide and Handbook to International Treaty Conclusion,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Incorp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阿

拉伯文)。 

[2013 年] 

3. Abyie Boundary Expert's Decision in view of History and 

Legal Principles (阿拉伯文)。 

[2013 年] 

4. Responsibilities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Paper Published by the Justice Journal vol. l6, 

Khartoum, Sudan. June 2007. 

[2007 年] 

5. The Sudan-Egypt Boundary Dispute: Halaib Triangle & 

Wadi Halfa Salient 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Law (ISBN 

99942-50-07- 8),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Khartoum, Sudan 

2005 (阿拉伯文)。 

[2005 年] 

6. The Ilemi Triangle: Sudan-Kenya Disputed International 

Boundary published in 2008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Sudan 2008. 

(英文) (ISBN99942-50-16-7)。 

[2008 年] 

7. Darfur Boundaries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2012 年与 

Ibrahim Musa M Hamdoun 博士合作为达尔富尔土地委员会

撰写的书。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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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devi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Law 

[2012 年] 

部分论文 

5. Several analysis of United Nations and African Union 

Decisions; 在 Justice and the Human Rights 和 Humanitarian 

Law 期刊上发表的数篇文章和论文。 

[2001-2015 年] 

6. Composition and Competence of Boundary Demarcation 

Commissions 2003 年在 Justice Journal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2003 年] 

7. Sudan - Ethiopian Boundar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为

苏丹-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苏丹方撰写的小册子。 

[2002 年] 

8. The Extra 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Law; 在

Justice Journal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2001 年] 

9.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isputes 在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vol. 

16, Khartoum, Sudan, August, 1998。 

[1998 年] 

10. Halaib Dispute, 在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期

刊上发表的论文，vol. 10, Khartoum, Sudan. August, 1998。 

[1997 年] 

11. Halaib Dispute, 在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期

刊上发表的论文，vol. 10, Khartoum, Sudan. August, 1998。 

[1997 年] 

为人权咨询委员会撰写发表的正式报告 

我为联合国和区域的各种条约机构撰写过许多报告，其中发表的一些如下： 

1. The Sudan First Periodical Report Review, UNHRC [2010 年] 

2. Republic of Sudan Fourth and Fifth in fulfilment of Article 

62 of the African Union Convent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2008-2012 

[2011 年] 

3. Republic of Sudan Repo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ab Plan 

for emphasizing Human Right Culture (区域)。 

[2011 年] 

4. Sudan Follow-Up Repo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ab Plan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区域)。 

[2012 年] 

5. Republic of Sudan 12
th
 and 16

th
 Periodic Report under 

Article 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2013 年] 

6. Republic of Sudan 2
nd

 and 3
rd

 Periodic Reports 2003-2008 

Under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Convention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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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public of Sudan 4
th
 Periodic Reports 2003-2008 Under 

Articles 40 of the Conven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013 年] 

8. Sudan National Human Rights Plan 2013-2023 [2013 年] 

9. Republic of Sudan optional Mid-term Periodical Review 

Repor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2013 年] 

10. Republic of Sudan 1
st
 Periodic Report 2012-2015 Under of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2014 年] 

年度报告——人权咨询委员会 

3.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10-2011 

[2011 年] 

4.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12 

[2012 年] 

5.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13 

[2014 年] 

6. The Sudan National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in Sudan 2013-2023 (ACHR) 

[2013 年] 

7. The Legislative Guide to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in Sudan [2011 年] 

8. 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 Sanction on Sudan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2013 年] 

教学经历 

1. 喀土穆大学研究生学院。授课主题：国际公法和国际人权

法，指导硕士生的研究工作。 

[2005-2008 年] 

2. 喀土穆大学法学院。授课主题：人权与伊斯兰教 [2005-2008 年] 

3. 厄尔尼诺大学法律系。给本科生上国际公法课 [2005-2008 年] 

4. 尼罗河谷大学法学系，指导硕士生研究伊斯兰教法，外部

考官 

[2000-2014 年] 

5. 非洲大学法学系，指导硕士生研究伊斯兰教法，外部考官 [2000-2014 年] 

委员会成员资格 

1. 苏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委员会，主席 [2000-2014 年] 

2. 埃塞俄比亚-苏丹边界委员会 [2000-2014 年] 

3. 南北苏丹边界委员会 [2005-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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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达尔富尔州边界委员会 [2006-11 年] 

5. 苏丹国际刑事法院问题政府委员会 [2006 年- ] 

6. 苏丹政府边界争议地区委员会 [2014 年- ] 

7. 被苏丹共和国借调参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11 年] 

8. 苏丹和南苏丹边界委员会 [2014 年- ] 

咨询和顾问工作 

1. 白尼罗河(5B)石油作业公司 [2009-2011 年] 

2. 国家电信公司 [2003-2005 年] 

3. 外贸部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股  [1998-2008 年] 

4. 西科尔多凡开发和服务公司法律顾问 [2004-2013 年] 

5. 南科尔多凡州法律顾问 [2008-2012 年] 

6. 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两国部长级委员会法律顾问 [2011-2014 年] 

大会和会议 

出席在非洲、亚洲和欧洲举行的若干有关国际法、人权问题和边界争端的会议。

仅列示部分如下： 

1. 联合国跨国犯罪高级别会议，意大利巴勒莫。 [2002 年] 

2. 多次出席并参加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会议。 [2002-2008 年] 

3. 为大湖区会议起草协议和(12 份)议定书。 [2003-2004 年] 

4. 起草非洲法院与人权和人民权利。 [2012 年] 

9. 非洲联盟法律起草委员会(司法部长) [2000-2013 年] 

10. 联合国人权会议，日内瓦。 [2010-2015 年] 

11. 非洲联盟人权和人民权利会议。 [2010-2015 年] 

  书评： 
 

1994-98 年 在英国伦敦出版的经同行审议的新闻分析月刊 SUDAN FOCUS 上

发表各种书评。 

1. The Benefits Of Famin 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mine And Relief In 

Southwestern Sudan, 1983-1989. David Keen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Sudan Focus, Vol. 2, No. 14, April 1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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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olitics Of The Two Sudans: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1821-1969. Deng D. 

A. Ruay 著, The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ppsala, Sweden. Sudan 

Focus, Vol. 2, No. 14, April 15, 1995. 

3. Eritrea And Neighbour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esfatsion Medhanie 著, 

Brenmer African Studien, Hamburg, Germany. Sudan Focus, Vol. 2, No. 19, October 

15, 1995. 

4. Sudan: Conflict And Minorities. Peter Varney 等人著，Minority Rights Group, 

London, UK. Sudan Focus, Vol. 2, No. 19, October 15, 1995. 

5. The Dervish Wars: Gordon & Kitchener In The Sudan 1880-1898. Robin 

Neillands 和 John Murray 著,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Sudan 

Focus, Vol. 3, No. 6-7, June-July 15, 1996. 

6. Winds Of Change: The End Of Empire In Africa. Trevor Royle和 John Murray著, 

London, UK. Sudan Focus, Vol. 3, No. 10, November 15, 1996. 

7. The Sudan Strategic Report 1996.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著, Khartoum, 

Sudan. Sudan Focus, Vol. 4, No. 8, September l997. 

8.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States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THOMAS WILSON

著。在 SUDAN FOCUS 上发表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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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马纽埃尔·乌奇拉希布贾(Emmanuel Ugirashebuja)(卢旺达) 
 

 [原件：英文] 

埃马纽埃尔·乌奇拉希布贾博士在国际法领域卓有建树，经验丰富，因此是非常

合格的人选，并完全符合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一职的相关要求。 

乌奇拉希布贾博士现任东非法院院长，于 2014 年 6 月获任。他原是卢旺达大学

法学院院长和资深法学讲师。之后被卢旺达政府借调到东非法院担任法官，半年

后升任法院院长。在担任法学院院长期间，他还兼任卢旺达最高司法委员会和最

高起诉委员会成员。东非共同体还任命他参加专家小组，任务是审查对东非政治

联邦的恐惧、担忧和存在的挑战。他曾应邀到哈佛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斯

特拉斯莫尔大学、爱丁堡大学、Makumira 大学等地讲学和(或)在会上宣讲论文。

他是若干学术期刊的编委，撰写过数篇学术和会议论文，并担任过国际和国内仲

裁和调解的仲裁员或专家。他是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法理事会成员。乌奇拉希

布贾博士于 2008 年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艾伦·博伊尔教授。他是斯

坦福大学 Draper Hills 夏季研究员。 

他备受国际法顶尖专家的崇敬，在学术界出类拔萃。最近，他与莱顿大学的同事

们一起，推出了一本题为“EAC Law, Institutional, Substantive and Comparative EU 

Law Aspects”的书，将由布里尔国际出版社出版。他是参加欧洲联盟委托、爱丁

堡大学领导的研究不在欧洲联盟经营的欧洲企业所适用的人权与环境法律框架

的全球研究人员中的一个。最近，他入选参加法官和学者团队，在巴西帮助制定

全球环境司法研究所的章程。2015 年，他应邀作为讨论嘉宾参加哈佛大学的非洲

发展会议，并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非洲社团讨论法律能力建设、冲突后治

理和统筹解决东非地区面临的法律挑战问题。他在担任东非共同体专家团队成员

期间，协助起草了该地区的示范宪法。外交部、司法部、卢旺达法律实践研究所、

开发署多次请他就卢旺达法律系统适用国际法的专题对学员进行培训。他应邀在

一些会议上作为主旨演讲人阐述国际法问题。 

乌奇拉希布贾博士英语流利，法语水平足以应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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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Eduardo Valencia-Ospina)(哥伦比亚)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国际法委员会“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专题特别报告员 

拉丁美洲国际法学会主席 

出生地点：哥伦比亚卡利 

语文：通晓西班牙语(母语)、英语和法语(讲、读和写) 

学历： 

卡利圣利布拉学院结业生，1956 年(1950-1956 年) 

波哥大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司法学博士，1962 年(1957-1961 年) 

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经济学博士，1962 年(1957-1961 年) 

顺利完成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一年制劳工法和经济学特别课程证书，1961 年 

顺利完成达拉斯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为哥伦比亚律师开办的美国法律训练班证书，

1961 年 

顺利完成纽黑文耶鲁大学外国学生课程证书，1962 年 

堪布里奇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1963 年(1962-1963 年)，国际法专业 

哈佛法学院特别研究生课程(1963-1964 年)，国际法专业  

荣誉 

圣利布拉学院颁发给最佳学生的桑坦德将军金牌(1956 年) 

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法学院第一名(1961 年) 

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法学院五年期间每年获得哥伦比亚国外训练研究所奖学金 

富布赖特研究金，1962 年 

哈佛大学研究金，1962-1963 年 

美洲国家组织研究金，1963-1964 年 

卡利州政府颁发的邦联城市高级骑士勋章(1995 年) 

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颁发的最高奖项——荷塞·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斯金牌(1997 年) 

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校友会颁发的哈韦里安纳高级骑士勋章(1997 年) 

《1987-1996 年世界法院判决评注》一书献给他，克鲁瓦国际法出版社出版(1998 年) 

海牙 T.M.C.阿塞尔研究所一级荣誉研究员(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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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1 年)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兼外交部长颁发的圣卡洛斯大十字勋章(2001 年) 

哥伦比亚国际法学院荣誉成员(2009 年) 

拉丁美洲国际法学会主席(2014-2016 年) 

专业经验 

一. 担任联合国官员以来的工作经历(2000 年至今)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06 年由国际法委员会推选填补贝尔纳多·塞普尔韦达先生(墨西哥)辞职后

产生的空缺 

 2007-2011 年由大会推选 

 2011-2016 年由大会推选 

 2007 年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8 年初步报告(A/CN.4/598) 

 2009 年第二次报告(A/CN.4/615 和 Corr.1) 

 2010 年第三次报告(A/CN.4/629) 

 2011 年第四次报告(A/CN.4/643 和 Corr.1) 

 2012 年第五次报告(A/CN.4/652) 

 2013 年第六次报告(A/CN.4/662) 

 2014 年第七次报告(A/CN.4/668) 

担任下列各方在国际法包括国际司法和仲裁程序方面的顾问： 

哥伦比亚和其他几国政府(2000 年至今) 

Eversheds/Frere Cholmeley 律师事务所(伦敦、巴黎)(2000-2010 年)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若干案件中，担任哥伦比亚方律师 

担任《国际法院和法庭的法律与实践》学刊总编辑和供稿人，Martinus Nijhoff/Brill

出版社(莱顿、波士顿) 

担任《国际诉讼实践》系列主编，Martinus Nijhoff/Brill 出版社(莱顿、波士顿) 

二. 加入联合国以前的工作经历 

哥伦比亚行政法院，第一副总检察长的法律助理(1961-1962 年) 

波士顿 Ropes and Grey 律师事务所受雇律师(1963 年) 

http://undocs.org/ch/A/CN.4/598
http://undocs.org/ch/A/CN.4/615
http://undocs.org/ch/A/CN.4/629
http://undocs.org/ch/A/CN.4/643
http://undocs.org/ch/A/CN.4/652
http://undocs.org/ch/A/CN.4/662
http://undocs.org/ch/A/CN.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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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联合国工作经历(1964-2000 年)： 

A. 国际法院(1984-2000 年) 

书记官长，1987 年 2 月 19 日当选，1994 年 2 月 17 日再次当选(联合国助理

秘书长职等)，任期 7 年 

 副书记官长，1984 年 4 月 11 日当选，任期 7 年 

在任期内法院审理了下列案件： 

诉讼案件 

缅因湾区域海洋边界划界(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     

大陆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 

边界争端(布基纳法索/马里共和国)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 

申请复核和解释 1982 年 2 月 24 日对大陆架案所作判决(突尼斯诉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 

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诉请准予参与 

西西里电子公司(美利坚合众国诉意大利) 

格陵兰和扬马延间区域海洋划界(丹麦诉挪威) 

1988 年 7 月 3 日空中事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 

瑙鲁境内某些磷酸盐地(瑙鲁诉澳大利亚) 

1989 年 7 月 31 日仲裁裁决(几内亚比绍诉塞内加尔) 

领土争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得) 

东帝汶(葡萄牙诉澳大利亚) 

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间海洋划界 

大海峡通行权(芬兰诉丹麦) 

卡塔尔和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 

洛克比空中事件引起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诉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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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比空中事件引起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诉美利坚合众国) 

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斯洛伐克)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 

渔业管辖权(西班牙诉加拿大) 

请求根据 1974 年 12 月 20 日法院关于核试验(新西兰诉法国)案的判决书第 63 段

审查情势 

卡西基里/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巴拉圭诉美利坚合众国) 

请求解释 1998 年 6 月 11 日对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所作判决，

初步反对意见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拉格朗(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比利时)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加拿大)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法国)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德国)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意大利)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荷兰)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葡萄牙)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西班牙)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联合王国)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美利坚合众国)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布隆迪)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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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克罗地亚诉南斯拉夫) 

空中事件(巴基斯坦诉印度) 

咨询案件 

申请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 333 号判决 

1947 年 6 月 26 日《联合国总部协定》第二十一节规定的仲裁义务的适用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六条第二十二节的适用 

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 

B.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纽约(1964-1984 年) 

受聘为助理法律干事，1964 年 9 月 

辞去高级法律干事职务，1984 年 3 月 

1. 联合国编纂机构和会议法律助理 

下列机构和会议秘书处成员： 

国际法委员会(1966 年以来连续十八届届会)，自 1981 年以来担任委员会副秘书；

自 1976 年以来担任起草委员会秘书 

大会第六委员会(自 1966 年以来连续十八届届会)，助理秘书；担任为以下国际文

书而设立的起草委员会或工作组秘书： 

《特别使团公约草案》(1968 年、1969 年)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公约草

案》(1973 年) 

《庇护权宣言草案》(1965-1967 年)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维也纳，1969 年)，专家顾问(H.瓦尔杜卡爵士)特别助理；全

体委员会助理秘书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问题会议(维也纳，1975 年)，起

草委员会助理秘书 

联合国领土庇护问题会议(日内瓦，1977 年)，起草委员会秘书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会议(维也纳，1977-1978 年)，起草委员会秘书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的继承的会议(维也纳，1983 年)，

全体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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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1966-1970 年)，助理秘书 

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1967-1972 年)，助理秘书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1973 年、1977 年)，助理秘书 

联合国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1975 年)，助理秘书 

2. 关于国际法各专题的研究、研究报告和出版物 

参与编写的联合国文件和出版物包括：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关于其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惯例(A.CN.4/L.118、

Adds.1 和 2；《1967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A/CN.4/241 和 Adds.1-6；《197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

鉴》)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审查(A/7209/Rev.1，附件；《1968 年国际法委员

会年鉴》) 

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方案审查(A/CN.4/230；《1970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国际法概览(A/CN.4/245/Rev.1；《197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国家对多边条约的继承((A/CN.4/200、Add.1 和 2；A/CN4/210、A/CN.4/225；《1968

年、1969 年和 1970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国家对双边条约的继承(A/NC.4/229、A/CN.4/243 和 Add.1；《1970 年和 1971 年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多边条约制定程序的审查(A/35/312/Add.2、A/CN.4/325；《1979 年国际法委员会

年鉴》) 

国际法院作用审查(A/8382，1971 年) 

国际恐怖主义(A/C.6/418 和 Add.1，1972 年) 

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武器的现有国际法规则调查(A/9215，第一和二卷，1973

年) 

外交庇护(A/10139，第二部分，1975 年) 

《联合国法律汇编》第 14 卷，“关于国家继承的材料”；(ST/LEG/SER.B/14) 

《联合国法律汇编》第 17 卷，“关于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的材料”；

(ST/LEG/SER.B17)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四卷(联合国出版物：65.V.4.)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五卷(联合国出版物：66.V.3) 

http://undocs.org/ch/A/CN.4/241
http://undocs.org/ch/A/7209/Rev.1
http://undocs.org/ch/A/CN.4/230
http://undocs.org/ch/A/CN.4/245/Rev.1
http://undocs.org/ch/A/CN.4/200
http://undocs.org/ch/A/CN4/210
http://undocs.org/ch/A/CN.4/225
http://undocs.org/ch/A/NC.4/229
http://undocs.org/ch/A/CN.4/243
http://undocs.org/ch/A/35/312/Add.2
http://undocs.org/ch/A/CN.4/325
http://undocs.org/ch/A/8382
http://undocs.org/ch/A/C.6/418
http://undocs.org/ch/A/9215
http://undocs.org/ch/A/10139
http://undocs.org/ch/ST/LEG/SER.B/14
http://undocs.org/ch/ST/LEG/SER.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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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六卷(联合国出版物：E/F.69/V.1)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第 3 版，1980 年；联合国出版物：E.80.V.11) 

关于“不可抗力”和“偶然事件”之外的解除不法性的情况研究项目(即必要性、

自卫、同意和合法适用制裁) 

最惠国条款研究项目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研究项目 

其他著作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Jurídicas y Económicas Suscitadas por el Tema de la 

Actuación Estatal”,(Bogotá，“La Meta” Edit.，1962) 

“Legal Problems in Commodities Trade： 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Agreement” 

(Cambridge，1963) 

“Le droit et son interprète” in “Guy Ladreit de Lacharrière et la politique juridique 

extérieure de la France”(Paris，“Masson” Edit.，1989)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2，1994) 

“The Use of Cha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Robert Jenn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fifty years of the United 

Nations”(The 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1995)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Codification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Developments and Pri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s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 publication T.96.V.4)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nformation Era” in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s”(The Hague，T.M.C.Asser Institute，

1996) 

“Financing，Administering and Making Known the Work of the Court” in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训研所赞助出版

(“Kluwer”Edit.，1997) 

“Nueva Aproximación al Uti Possidetis Juris”(Quaestiones juridicae,13 Bogotá，1997)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Pact of Bogotá” in “Essays in 

honour of José María Ruda”(“Kluwer” Edit.，1999)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disputes relating to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Regional Latin-American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Sao Paulo，Brazil，1999) 

http://undocs.org/ch/E/F.69/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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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Vol. I，1999) 

“[My] Bookshelf”(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Vol. IV，2000)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Civil 

Society，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Compliance Bodies”(T.C.M. Asser Press，2005)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elimitation and the Law of Treaties” in Boundary 

Negoti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IBRU，Cd-Rom，Durham，2005) 

“Agents before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 “Max-Planck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The Pact of Bogotá” in “Max-Planck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为有关国际法院诉讼程序、国际环境法和国际救灾法等多个专题的若干本书作序 

其他活动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1973 年)、三十三(1978 年)和三十八届(1983 年)会议主席的

“特别助理” 

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第 22 届红十字会国际会议(1973 年)的联合国代表 

代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参加人道主义法国际研究所在圣雷莫(1978年)和佛罗伦萨

(1979 年)举办的难民法专家圆桌会议 

联合国出版委员会委员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九(1984 年)至五十四届(1999 年)会议的国际法院代表团成员 

国际法院出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1985 年(阿鲁沙)、1989 年(北京)和 1992 年(伊

斯兰堡)会议的观察员  

国际法院出席第八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观察员(哈瓦那，1990 年) 

国际法院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观察员(里约热内卢，1992 年) 

第十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代表(维也纳，2000 年) 

国际商会仲裁法庭出席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 19 届外交会议代表(2001 年) 

“界苏帕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世界最后一轮比赛首席裁判(华盛顿特区)和裁判

(联合国，纽约)及荷兰和哥伦比亚最后一轮比赛首席裁判(海牙、波哥大) 

特尔德尔斯模拟法庭比赛裁判(莱顿) 

《莱顿国际法学报》编辑委员会荣誉委员 

《哥伦比亚国际法年鉴》编辑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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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中的《拉丁美洲国际公法年鉴》(日内瓦)编辑咨询委员会委员 

海牙国际法奖提名委员会成员 

曼弗雷德·拉克斯基金会(荷兰)董事会成员 

国际法院和法庭项目(纽约和伦敦大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提名、选举和任命国际法官的进程和合法性”项目咨询委员会成员(伦敦大学

学院) 

参加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和人道协调厅《国际灾害援助示范法》专家会议(日内瓦) 

参加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临时保护问题专家圆桌会议(圣雷莫) 

参加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学院关于国际救灾法的圆桌会议(日内瓦) 

国际流离失所者南森倡议协商委员会委员(日内瓦) 

《兵库行动框架二》咨询小组成员(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仙台) 

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许多国际会议、研讨会、圆桌会议、专题讨论会和讲习

班的主席和(或)主题发言人 

在下列地方演讲 

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二十和三十二期校外课程(1998 年，波哥大；2001 年，马尼拉) 

美洲法律委员会组织的第二十三届国际法课程(1996 年，里约热内卢) 

Dean Rusk 国际法中心 Wolfson 讲座(佐治亚大学) 

国际法院和法庭项目培训班，比勒陀利亚大学法学院 

国际法院和法庭项目培训班，外交部，德黑兰 

杜伦大学国际边界研究室讲习班，巴黎(2003 年)和杜伦(2005 年) 

以国际法院的名义纪念 Rafael Altamira，(阿利坎特) 

联合国训研所与海牙国际法学院联合举办的研讨会(海牙)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研究生研究方案与国际法委员会年会一起举办的国际法研

讨会(日内瓦) 

为代表举行的研讨会，训研所(纽约) 

为来访学生团体举办的研讨会，联合国新闻厅(纽约) 

国际救灾法课程(圣雷莫)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法律和灾难磋商会(托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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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法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 

Javeriana，Colegio del Rosario and Los Andes(哥伦比亚波哥大)；阿瑟尔研究所和

社会研究学会(海牙)，莱顿、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乌特勒支(荷兰)；波士顿、

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佐治亚(雅典)、哈佛(堪布里奇)、耶鲁(纽黑文)；纽约，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范德比尔特(纳什维尔)(美国)；牛津大学、格拉斯哥、

杜伦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和玛丽皇后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经济学

院和英国国际法研究所(英国)；日内瓦国际问题和发展研究生院及日内瓦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人权学院(瑞士)；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萨尔瓦多(阿根廷)；维也纳(奥地

利)；公法和政治学研究所、Getulio Vargas 基金会(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大学(巴

西)；美洲人权研究所及和平大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外交院(厄瓜多尔基多)；

外交学院(埃及开罗)；国际和欧洲经济法中心(希腊塞萨洛尼基)；伊斯法罕(伊朗)；

米兰、博洛尼亚、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比萨)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圣雷莫)，

(意大利)、Atheneum(菲律宾马尼拉)、维申斯基红衣主教大学和经济学院(华沙)

和哥白尼大学(托伦)(波兰) 

协会和其他机构 

省最高法院(卡利)；海牙国际法学院校友会和荷兰西班牙协会；纽约市律师协会

和美国海商法协会(美国)；古巴联合国协会(哈瓦那)；埃及国际法协会(开罗)；罗

马尼亚国际关系协会(布加勒斯特)；联合国前实习人员和研究员世界协会(日内

瓦)；国际法协会希腊和巴西分会(雅典和圣保罗) 

学术协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 

 国际组织的责任研究小组主席(2005-2012 年) 

 国际组织问责问题委员会成员 

 国际司法独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 

拉丁美洲国际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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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Marcelo Vázquez-Bermúdez)(厄瓜多尔)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2016 年 2 月 3 日厄瓜多尔常驻代表团信件摘录 

……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大使积极促进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他现任国际法

委员会报告员，并曾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和条约的保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后者订

定了关于条约保留这一主题的《实践指南》。厄瓜多尔坚信，巴斯克斯-贝穆德斯

大使一旦再次当选，定会为此重要机构的工作继续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大使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在国际法领域有着多年

的学术和实践经验。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外交部法律顾问和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法律顾问。他是常设仲裁法院以及各种学术团体的成员。他主持过几次重

要会议，包括《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缔约国第 8 次会议、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 1 次会议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

性公约》缔约国第 3 次会议。目前他是厄瓜多尔常驻美洲国家组织的副代表。 

…… 

出生地点和日期：厄瓜多尔比夫利安，1964 年 3 月 12 日 

学历 

律师和法理学博士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法学系，基多 

国际法硕士 

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学系，利马 

智利圣地亚哥安德列斯·贝略外交学院 

研究生文凭，最佳外国学生奖 

国际法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06-2011 年和 2013 年至今。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员，2015-2016 年。 

 《对条约的保留的实践指南》编写工作组主席，2011 年。 

 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主席，2009-2010 年。 

 在与国际组织法律顾问和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会议上，担任关于国际组

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这一专题的讨论嘉宾，日内瓦，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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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如下项目的起草委员会成员：危害人类罪；发生灾难

时的人员保护；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驱逐外国人；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约的暂时适用；

最惠国待遇条款；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保护大气层；跨界含水层法；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与武装冲突有关

的环境保护。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2013 年至今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厄瓜多尔国家小组成员。 

现任职务 

大使，厄瓜多尔常驻美洲国家组织副代表，2014 年至今 

 切实深入地了解美洲法律和美洲国家组织及其各机构，如美洲人权法院

和美洲人权委员会。 

 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以及常设理事会和各委员会与工作组的许多会

议，提供重要的建设性见解。 

专业经验 

2012-2013 年 

大使，厄瓜多尔外交部法律顾问 

多次担任外交部代理副部长 

 向外交部领导提供国际法方面的法律咨询。 

 发表关于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谈判和执行的法律意见。 

 通过开会和两国实地工作，谈判了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海洋划界协定，

编制了边界地图。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

会筹备会议，日内瓦。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第七次民主政体共同体部长级会议，蒙

古乌兰巴托。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南美洲国家联盟(南美联盟)人权工作组。 

 作为外交部代表参与机构间小组，编写厄瓜多尔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的划界案，以求将大陆架外部界限延至 200 海里以外。 

 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担任厄瓜多尔外交政策问题的机构间协商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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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参加解决南美洲国家联盟投资争端的高级别小组，谈

判设立仲裁中心以解决南美洲国家联盟投资争端的协定。 

 协助为厄瓜多尔-秘鲁总统关于瓜亚基尔历史性海湾的声明编写法律背

景材料。 

 作为外交部代理副部长出席厄瓜多尔和大韩民国政治协商机制副部长

级会议，2012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厄瓜多尔-西班牙债务互换方案两国委

员会会议，2012-2013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起草《关于贩

运文化财产及其他相关犯罪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对策国际准则》不限

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小组会议，2012 年。 

2006-2011 年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代表，巴黎 

 担任《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主席，

2011 年 6 月。 

 担任 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八次

缔约方会议主席，2009 年 11 月。 

 担任《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主席，2009 年 3 月。 

 担任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

十四和三十五次会议副主席。 

 担任厄瓜多尔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代表，2006-2007 年。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法专家咨询机构的成员。 

 国际教育局理事会(日内瓦)成员。 

2003-2006 年 

厄瓜多尔外交部法律顾问 

 向外交部领导以及厄瓜多尔驻外使团团长提供法律咨询。 

 发表关于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谈判和执行的法律意见。 

 编写关于国际法的法律意见。 

 向国会介绍已签署条约的内容和范围，以在批准前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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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3 年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纽约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在大会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参加第六委员

会(法律问题)的工作。 

 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担任第六委员会(法律问题)副主席。 

 在大会第五十六和五十七届会议期间，担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

全公约》规定的联合国人员法律保护范围磋商会副主席和协调员。 

 担任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

第 56/83 号决议的谈判协调员，2001 年。 

 担任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题为“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

的第 55/153 号决议的谈判协调员，2000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大会议程项目“海洋和海洋法”的全体

会议。谈判了该议程项目下的若干决议，包括关于可持续渔业的决议。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1999-2003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

非正式协商进程会议，2000-2003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参加《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以及《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谈判。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10 届会议，

1998-2002 年。谈判了《程序和证据规则》、《犯罪要件》和《法院和联

合国间关系协定》等多项文书。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当

选主席团成员，2002-2003 年。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出席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

会，2001 年。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参加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1999 年。 

参加谈判，最终通过关于设立无核武器区的原则和准则文件 

  

http://undocs.org/ch/A/RES/56/83
http://undocs.org/ch/A/RES/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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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与秘鲁之间的和平协定谈判 

1998 年 

担任 1998 年解决厄瓜多尔与秘鲁之间领土争端和平协议的四个谈判小组中关于

边界一体化、发展和睦邻关系问题的第二谈判小组的协调员。 

参加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务院、基多和利马举行的谈判。 

睦邻关系委员会和双边关系 

1995-1997 年 

担任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睦邻友好关系委员会协调员以及厄瓜多尔与秘鲁和厄瓜

多尔与智利的双边关系协调员。 

厄瓜多尔外交部。 

谈判达成关于司法合作、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健康等专题的双边协定和安排。 

厄瓜多尔驻秘鲁大使馆 

1990-1994 年 

二等秘书和一等秘书。 

当选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报告员，利马，1993 年。 

外交部 

1986-1989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牙买加金斯顿举行的国际海底管理局

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1989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参加在波哥大举行的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法

律委员会，1989 年。 

 海洋法司，三等秘书，1986-1987 年。制定了厄瓜多尔在海洋法领域的

立场。 

学术活动 

 西蒙·玻利瓦尔安第大学法学院教授，基多，2012 年和 2004-2005 年。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教授(1995-1998年)和SEK国际大学(1998年)教授，

基多。 

 国家高级研究所、厄瓜多尔海军和外交学院讲师，1995 年和 2006 年。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厄瓜多尔外交部为公务员举办的第一次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国际刑事法院研讨会上讲课，基多，200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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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检察长办公室为检察官举办的关于国际司法合作和引渡的研讨会

上，担任专题讨论嘉宾，基多，2005 年 5 月。 

 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担任客座讲师，2008 年 7 月。 

 在编写关于防止和惩处危害人类罪公约的讲习班上担任专题讨论嘉宾，

国际纽伦堡原则学院，德国纽伦堡，2015 年 11 月。 

 在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举行的联合国国际法区域课程上讲课，乌拉圭蒙

得维的亚，2016 年 4 月。 

出版物： 

“Las Naciones Unidas y la represión de la financiación del terrorismo: convenciones 

y resoluciones”,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ru (2002). 

“Los Océanos y el derecho del mar: consideraciones para la agenda del Ecuador”, 

Diplomatic Academy, Quito, 2002. 

关于国际法问题的各种文章和讲座。 

其他国际和法律活动 

 担任厄瓜多尔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国家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主席，2004- 

2006 年。 

 担任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谈判《厄瓜多尔-美利坚合众国自由贸易协

定》争端解决协议，2004 年。 

 担任商品共同基金这一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设立的国际

组织(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执行局成员，2003-2005 年。 

 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出席不结盟运动国家第十三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会议，吉隆坡，2003 年。 

 厄瓜多尔关于《美洲调查委托书公约》的主要权威，2004-2006 年。 

 厄瓜多尔关于适用《被判刑者转移公约》(斯特拉斯堡公约)的国家权威，

2006 年。 

专业社团 

拉丁美洲国际法学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厄瓜多尔律师协会成员 

语文 

西班牙文、英文和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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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莫斯·瓦科(S. Amos Wako)(肯尼亚) 
 

[原件：英文] 

2016 年 5 月 13 日肯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瓦科阁下是委员会 2015 年第一副主席。 

…… 

简历 

1. 现任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及其 2015 年第一副主席。 

 参议员和参议院法律事务与人权常设委员会主席。 

2. 肯尼亚检察总长(1991 年 5 月 13 日至 2011 年 8 月 27 日) 

在肯尼亚历史上的历史性过渡时期担任肯尼亚共和国检察总长。在此期间： 

 监督宪法审查过程，最终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颁布新宪法。开展了宏伟

的法律改革计划。该计划涉及几乎所有法律，包括作为新宪法基础的那

些法律。 

 起诉腐败和海盗等案件。 

 国际一级 

㈠ 1994-97 年：77 国集团关于国际海洋法事项的主席。 

㈡ 1997-98 年：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主席。 

㈢ 1998 年 6 月：率领肯尼亚政府代表团出席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世界外

交会议，并当选为会议副主席。 

㈣ 2005 年：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主席。 

㈤ 2009 年 4 月：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德班审查会议主席。 

㈥ 多次率领肯尼亚政府代表团出席与人权、海洋法有关的区域和国际会议

以及各种国际公约建立的报告机制召开的会议。 

 区域一级 

㈠ 1993-97 年：主持起草建立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

条约的司法部长/总检察长重要会议。 

㈡ 1997-1998 年：主持订定建立东非共同体草案、2004 年议定书和海关联

盟、2009 年共同市场协议的司法部长/检察总长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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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2004 年：由东非国家元首任命的快车道东非联邦委员会主席，目的是

为东非联邦提供行动路线图。 

3. 国际一级的其他任务 

㈠ 1982-2004 年：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董事会成员，代表非洲。 

㈡ 1982-1992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第一

任专题特别报告员。 

㈢ 1984-1991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并于 1991 年担任副主席。 

㈣ 1998 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阁下任命的知名人士小组成员，前

往阿尔及利亚收集信息，澄清该国局势。 

㈤ 1993 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任命的调查利比里亚 Harbal 附近大屠

杀事件的小组主席。 

㈥ 1993 年：被任命为罗伯特·肯尼迪人权纪念奖国际咨询小组的成员。 

㈦ 1981-1991 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委员。 

㈧ 1984-1991 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教会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 

㈨ 1990 年：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律师协会半年度会议主席。 

㈩ 2002- 2003 年：秘书处任命的技术小组成员，目的是起草关于政府三个

分支的问责制和彼此间关系原则的 Latimer House 准则。 

(十一) 1995 年起：国际商业仲裁理事会成员。 

4. 其他任务 

 区域一级 

 ㈠ 起草《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的专家委员会成员。 

 ㈡ 起草《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的专家委员会成员。 

 ㈢ 1978-1981 年：非洲律师协会秘书长 

 国家一级 

㈠ 1972-1991 年：东非一家大律师事务所 Kaplan & Stratton 的合伙人，处

理宪法、民事和国际商业仲裁纠纷。 

㈡ 1979-1981 年：肯尼亚法律协会主席。 

㈢ 1984-1988 年：东非专业协会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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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历 

 ㈠ 东非大学优等法律学士学位，1969 年 

 ㈡ 肯尼亚高等法院律师，1970 年 

 ㈢ 资深律师，2003 年 

 ㈣ 伦敦大学优等经济学学士学位 

 ㈤ 国际辩护律师学院研究员(美国)，1977 年 

 ㈥ 特许仲裁员研究所研究员(伦敦)，1983 年 

 ㈦ 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国际法专业。 

6. 荣誉 

 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Wiltshire 律师协会荣誉终身会员。 

 ㈡ Burning Spear 二等奖 

 ㈢ Golden Heart 二等奖  

 ㈣ 印度国际法学会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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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Nugroho Wisnumurti)(印度尼西亚) 
 

[原件：英文] 

2015 年 10 月 23 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普通照会摘录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荣幸地通告，维斯努穆尔蒂大使履历丰富，

是具有 30 多年经验的外交官和国际法专家，其经历包括：国际法委员会第一副

主席(2009 年)、国际法委员会主席(2010-2011 年)、世贸组织中国问题争端解决小

组法官(与原料有关的措施)(2010- 2011 年)、海洋划界咨询委员会成员(2006 年)

和联合国改革高级别小组成员(2005 年)。 

……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大使简历 

印度尼西亚提名再次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2017-2021 年) 

印度尼西亚国民，自 1968年以来担任外交官 

学历 

1988 年 国防研究院(LEMHANNAS)第 21 期常规课程毕业，荣获“Seroja”奖 

1973 年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法学硕士) 

1965 年 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学学士) 

专业背景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 Ali Budiardjo、Nugroho、Reksodiputro(ABNR)律师

事务所律师 

2012-2016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10 年 7 月-2011 年 4 月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 

2010 年 3 月 29 日- 

2011 年 4 月 1 日 

世贸组织中国问题争端解决小组法官-有关各种原

材料进口的措施 

2009 年 国际法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2007-2011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2006 年至今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所设海洋划界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5 年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所设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

小组成员 

2004 年 10 月 29 日-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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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4 年 6 月 1 日至今 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外交学讲师 

2004 年 4 月 1 日-2011 年 Ali Budiardjo、Nugroho、Reksodiputro (ABNR)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 

2002 年 1 月-2004 年 12 月 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知名人士小组成员 

2000 年 9 月 4 日- 

2004 年 1 月 

印度尼西亚大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

国际组织的代表，瑞士 

1999 年 1 月-2003 年 12 月 秘书长关于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1997 年 5 月-2000 年 5 月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 

1995-1996 年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印度尼西亚代表 

1995 年 8 月和 1996 年 11 月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 

1992 年 9 月-1997 年 4 月 印度尼西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纽约)代表，兼驻牙买

加、巴哈马、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大使 

1992-1995 年 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 

1991-1992 年 “联合国防御性安全问题专家组”成员 

“不结盟运动南方中心关于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合

作方面的作用专家组”成员 

1989-1992 年 印度尼西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纽约)副代表 

1987-1989 年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法律和条约办公室主任 

1982-1986 年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

组织代表团的公使衔参赞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副团长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某些方面谈判工作组协调员 

1977-1990 年 与邻国海上划界和渔业问题协定谈判代表/首席谈

判员 

1977-1982 年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法律和条约办公室副主任 

1974-1982 年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员

和秘书 

1972-1977 年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纽约)代表团三等秘书，后

晋升为二等秘书 

1971-1974 年 参加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

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员 

1968 年 进入外交部 

1966-1968 年 工业部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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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努穆尔蒂大使在国家和国际出版物上发表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文章和

论文(英文和印度尼西亚文)，包括： 

"The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Boundaries: Problems and Issues", in The Frontier of 

the Seas : the Problem of Delimitation 1980, The Ocean Associat ion of Japan, 1980; 

"The Impact of the 1982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donesia", 在国防研究院宣讲的论文, 1988; 

"The Regime of Archipelagic Waters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1988;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Indonesia: 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Caraka Journal, Vol. II, No. 1,1999; 

"A More Effective United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在全国研讨会"Towards a 

Peaceful, Just and Prosperous World: the Role of the UN in the New Global 

Challenges and Changes"上宣讲的论文, 2005; 

"UN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 Challenges and Chang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UN Reform", 在第 19 次亚太圆桌会议上宣讲的论文, Kuala Lumpur, 31 May-3 

June 2005; 

"Security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 Threats and Challenges", 在马来西

亚海洋研究所关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优先事项论坛上

宣讲的论文, Kuala Lumpur, 28 September 2005; 

"Asian-African Solidarity and Partnership: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ts Relevance, Aspirations and Strategies", Bantarto 

Bandoro (编), CSIS, 2005; 

"UN Secretary General 2007-2012: an Asian Candidate?", 在 Gatra Magazine 杂志上

发表的论文, October 2005; 

"UN Reform: Success and Failure", Indone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 

No.1, October 2005;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Countering Proliferation", 提交亚太安全和合作理事会第

5 次大会的论文, Jakarta, 6-7 December 2005; 

"Nuclear Energy and Non-Ploriferation: What are the Risk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Study Group on Counter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Singapore, 

26-27 March 2006; 

"United Nations Reform: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在潘查希拉大学法学院的

讲座, 1 Novem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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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在瑞典马尔

默世界海事大学关于国际海上安全研讨会上宣讲, 12-14 November 2007;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 Emerging Norm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clusive 

Regionalist, Hadi Soesastro and Clara Joewono(编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Indonesia's Efforts in the Codification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在 "Reflection on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Indone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研讨会上宣讲的论文, 23 October 2008; 

"Indonesian  Diplomacy in  facing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在国防研究院董事会会议上宣讲的论文 , 16 February 

2009;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Indonesia's Interest", 在万隆巴查查兰大学

纪念 Mochtar Kusumaatmadja 博士的年度讲座上宣讲的论文, 18 March 2009; 

"Indonesian diplomacy facing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strategic environment', 在万

隆巴查查兰大学法学系的讲座, 21 April 2009;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donesia's Interest", 在国防研究院研讨会上宣讲的论文, 

23 June 2009; 

"International Law : its Codification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在外交部教育

和培训中心的讲座, 23 October 2009; 

"Indonesian Diplomacy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在国防研究院圆桌讨论会上宣讲

的论文, 3 December 2009;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codification", a presentation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held by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在印度尼西亚大

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举行的国际法逐渐发展第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讲，Depok, 

4-5 October 2010;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 an emerging norm of 

International Law'', 在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和政治学学院的  讲座，Jakarta, 9 

December 2010;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 a Reflec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在国际法逐渐发展国际会议上宣讲的论文 , 

University of Pajajaran Law School, Bandung, 26 Sept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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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迈克尔·伍德爵士，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士 

出生日期：1947 年 

学历：硕士、学士(剑桥) 

律师资格：格雷律师学院(1968 年) 

格雷律师学院主管人员：2000 年 

迈克尔·伍德爵士从 2008 年起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从 2012 年起担任习惯

国际法识别问题特别报告员。他是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高级研究员。他

是伦敦埃塞克斯大街 20 号的大律师，专事国际公法领域，包括在国际法院和法

庭出庭。 

曾任职务 

1999 年至 2006 年期间担任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法律顾问，1970 年起入部担任

助理法律顾问。1991 年至 1994 年期间，他在纽约担任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参赞(法律顾问)、联合王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联合国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德国统一

“二加四”谈判；代顿和朗布依埃会谈；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和理事会；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主席；第二十九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主席，

爱丁堡。 

其他专业经历： 

在国际法院担任代理人和法律顾问 

洛克比案件(利比亚诉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的代理人)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的代理人) 

黑海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乌克兰的法律顾问) 

科索沃咨询意见(科索沃的法律顾问) 

海事争端(秘鲁诉智利)(秘鲁的法律顾问) 

起诉或引渡义务(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比利时的法律顾问) 

2013 年开始的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两个案件(哥伦比亚的法律顾问 ) 

收缴和扣押某些文件和数据的问题(东帝汶诉澳大利亚)(东帝汶的律师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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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担任代理人和法律顾问 

MOX 工厂案(爱尔兰诉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的代理人) 

孟加拉国和缅甸两国在孟加拉湾的海洋划界争端(缅甸的律师顾问) 

担保个人和实体从事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联合王国的法

律顾问) 

分区域渔业组织(联合王国的法律顾问) 

海洋划界(加纳诉科特迪瓦)(科特迪瓦的律师顾问) 

在各种国际仲裁法庭担任法律顾问，包括： 

孟加拉国和印度两国在孟加拉湾的海洋划界(印度的法律顾问)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斯洛文尼亚的律师顾问) 

查戈斯海洋保护区(毛里求斯诉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的法律顾问) 

“Enrica Lexie”案(意大利诉印度)(意大利的律师顾问) 

在欧洲人权法院担任代理人和法律顾问 

在欧洲联盟委员会和人权法院受理的许多案件中担任联合王国的代理人，其中包

括 Soering Demopoulos 等人诉土耳其(土耳其的律师顾问) 

许多出版物，包括：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Crimes against Internationally 

Protected Persons, including Diplomatic Agents”, 23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74) 

The Legal Status of Berlin (1987)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2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1998) 

“Northern and Western European Maritime Boundaries”, in: Colson/Smith,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 V (2005) 

“Nécessité et légitime défense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quelle est la 

pertinence de l‟affaire de la Caroline aujourd’hui?”, in: La nécessité en droit 

international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lloque de Grenoble, 2006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and Coastal Law (2007) 

关于“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International Law”的三个讲座(2006) 

可查阅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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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5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Revista Románã de Drept Internaţional (2007)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What Happens to the 

Commission‟s Work and Why?”, in: I Buffard, J Crawford, A Pellet, S Wittich (e 编), 

International Law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Fragmen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99-2009 (2010, 与 A. Pronto 合著)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29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9) 

“The Law of Treaties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ome Reflections”, in: E. 

Cannizzaro (编), The Law of Treaties beyo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2011) 

“What I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Need for Clarity about Sources”, 1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 

“The Immunity of Official Visitors”, 16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2012) 

“Self-defense Against Nonstate Actors: Reflections on the ‘Bethlehem Principles’, 10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 (与 E. Wilmshurst 合著) 

“The rol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errorists” 

in L. van den Herik, N. Schrijver (编),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in a Fragmented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Meeting the Challenges (2013) 

“„Weighing‟ the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M 

Ragazzi (编),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ssays in Memory of 

Sir Ian Brownlie (2013)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Use of Force. What Happens in Practice?”, 53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 

“D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njoy Immunity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10 (201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M Wood (与 M Milanović 合编),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Kosovo Advisory 

Opinion (201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48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15) 

撰写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公法百科全书中的各种条目，为联合国视听图书馆作国

际法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