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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秘书长谨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各国家集团提名以选举填补国际法院五

个空缺的候选人简历。选举将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期间进行。被提名候选人名

单载于 A/72/182-S/2017/620 号文件。国际法院的组成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遵循

的投票程序载于秘书长的备忘录(A/72/181-S/201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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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简历*
 

龙尼·亚伯拉罕(法国)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龙尼·亚伯拉罕 

国际法院院长 

龙尼·亚伯拉罕，法国国籍，2005年2月15日起当选国际法院法官。2009年2

月6日再次当选。2015年2月6日起担任国际法院院长。 

龙尼·亚伯拉罕1951年9月5日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 

他拥有巴黎第一大学公法高等研究文凭(1974年)，巴黎政治研究学院文凭

(1973年)，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校友(1976-1978年)。 

他曾任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国际法教授(至1998年)，1997-2003年任巴黎第十大

学(南泰尔)副教授，2004-2005年任先贤祠-阿萨斯巴黎第二大学副教授(国际公法

和人权)。 

龙尼·亚伯拉罕在1978-1985年和1987-1988年担任法国行政法院法官。

1986-1987年任法国外交部法律事务司助理司长。此外，他在1988-2000年任行政

法院审查官，2000年起任行政法院推事，1989-1998年任行政法院司法机关政府

专员(总法律顾问)。 

1998年至2005年，龙尼·亚伯拉罕担任法国外交部法律事务司司长(法律顾

问)，负责为政府提供普通国际公法、欧洲联盟法、国际人权法和海洋法领域的

咨询。 

1998年至2004年，他在国际和欧洲各法院、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欧洲

共同体法院、国际仲裁法庭受理的许多案件中担任法国代理人。 

亚伯拉罕院长是欧洲理事会改进人权保护程序专家委员会成员和主席

(1986-1998年为成员，1987-1989年担任主席)。1994-1998年，他还担任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联合咨询委员会主席。 

1998至2004年，他是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法国代表团成员，也是出席大会第六

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团团长。 

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亚伯拉罕院长是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

国大会的法国代表团团长，2004年参加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问题工作组

的法国代表团团长。1998-2005年参加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团团长，

并在2002至2003年任委员会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 

 * 简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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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解决投资争端公约》诉讼程序框架内的仲裁人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

专案法官。 

亚伯拉罕院长是《国际法年鉴》编辑委员会成员。 

他编写的出版物包括：Droit international droit comimmautaire et droit frangais 

(1989); "Les magistrats des tribunaux administratifs et des cows administratives 

d'appel". Revue frang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 (RFDA)(1988), March-April, No. 2; 

"Competence des juridictions internes pour interpreter im traite international", 

Actualite juridique droit administratif (September 1990); Revue gene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90); "Xo notion d'effet direct des traites internationaux devant 

le Conseil d'Etat", Recueil Dalloz (1998), jurisprudence; "Les normes du droit 

cammunautaire e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vant le juge administratif frangais".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f the Societe frang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eld at 

Bordeaux, ed. Pedone, Paris, 2000; "Les procedures incidentes devan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f the School of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Rennes I, ed. Pedone, Paris, 2001; "La France devant les juridictions 

europeetmes", Pouvoirs, 2001, No. 96; "Le role du jurisconsulte au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f the Societe franQ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eld at Geneva, ed, Pedone, Paris, 2004; "Le principe du contradictoire 

devant l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 ed. Pedone, 2004.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juge constitutionnel?", in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nstitution mondiale?,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X, ed. Pedone, Paris, 2006; "L 'application des traites internationaux et 1'office 

du juge des referes administratifs", Melanges Lahetoulle,ed.Dalloz, Paris, 2007; 

"L'articulation du droit interne e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a Franc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G. Cahin, F. Poirat, S. Szurek (dir.), ed. Pedone, Paris, 2007;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in Domestic Lew in Light of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in the Medellin case", in : G. Gaja, J. Grote Stoutenburg (eds.). Enhancing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ll/Nijhoff, 

Leiden/Boston, 2014; Preface to "Les grandes decisions de la jurisprudence frangai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A. Pellet, A. Miron (dir.), ed. Dalloz, Pari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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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洛卡·贝亚尼(赞比亚)  

[原件：英文] 

 

 1984 年起在国际法领域的经历 

2016 年，被赞比亚共和国总统提名为赞比亚宪法法院法官 

被莫桑比克总统提名为莫桑比克和平进程调解人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法副教授 

 2016-2017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法客座教授 

 1996 年至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教师 

 1992-2004 年，牛津大学法律系教师 

 1984-1988 年，赞比亚大学法律系教师 

 2010-2016 年，联合国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一. 执行特派任务逾 31 次，出访 40 多个国家 

二. 2016 年在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发言 

三. 2016 年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被迫流离失所问题高级别部分

上发言 

四. 2014 年在非洲联盟人道主义行动共同立场上发言 

五. 2013 年和 2014 年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发言 

六. 2011 年至 2016 年 10 月，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

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 

 2010-2016 年，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负责人 

 2014 年至今，联合国副秘书长人权先行专家高级小组成员 

 2010 年至今，联合王国外交大臣人权问题顾问小组成员 

 2010 年至今，联合王国首相特使武装冲突中基于性和性别的暴力问题

指导委员会成员 

 2014-2015 年，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负责人 

 2009-2010 年，负责制订肯尼亚 2010 年新《宪法》的宪法审查专家委员

会成员 

 2005-2009 年，非洲联盟条约拟订法律顾问：参与起草《非洲联盟保护

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和通过该《公约》的谈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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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年，非洲联盟非洲高级官员普遍管辖权和起诉问题法律顾问 

 2008-2009 年，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普遍管辖权特设小组成员 

 2009 年，非洲联盟《普遍管辖权示范法》起草工作法律顾问 

 非洲联盟成立非洲联盟政府事宜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成员 

 2006 年，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国家元首峰会法律顾问 

 2003-2006 年，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条约拟订法律顾问：参与起草《大

湖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和议定书)和通过该《公约》的谈判工作 

 2017 年 3 月 25 日，起草由伊加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关于伊

加特地区索马里难民持久解决办法的内罗毕宣言和行动计划》 

 参加联合国秘书长执行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0 日至 12 日举行的关于秘

书长冲突预防愿景的务虚会 

 2017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国家利益攸关方公正和人权问题会议上关

于宪法拟订最佳做法的主旨演讲者，冈比亚班珠尔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波斯尼亚萨拉热窝，欧洲委员会会议，《萨

拉热窝宣言》下社会经济权利和被迫流离失所问题主旨演讲者 

 2008-2009 年，当选麦迪逊名流人物年度名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门知识与专长 

理论和实践：国际法，人权，比较宪法拟订，国际刑事司法，难民、移民、

境内流离失所者，自决、民主、选举、反腐败，冲突后重建的国际法律问题，领

土和海洋争端，调解，以及多边条约拟定、起草和谈判、国际组织评价。 

工作经历: 2013 年至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与人权副教授； 

1996-2002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与人权讲师； 

2002-2012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与人权高级讲师；

2008-201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2016-2017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法客座教授；2002-2010 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国际法与人权客座教授；1998-2009 年，加利

福利亚圣塔克拉拉大学国际法客座教授。 

1995-2001 年：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与人权讲师。 

1992-2004 年：牛津大学法律系教师。 

1991-1995 年：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全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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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5 年：伊丽莎白女王学院难民研究课程，国际法、人权

和被迫移徙领域哈桑王储研究干事。 

1993-1995 年：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法律专业讲师。 

1995-1996 年：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法律专业讲师。 

1983-1988 年：赞比亚大学法律专业讲师。 

1982-1983 年：赞比亚大学法律专业助教。 

1982 年：赞比亚法律报道理事会，助理编辑。负责编辑《赞比亚

法律报道》1984 年和 1985 年卷。 

国际法律领域的经历和实践 

2010-2016 年，联合国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2010-2016 年，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首长。 

2014 年至今，联合国副秘书长人权先行专家高级小组成员。 

2010 年至今，联合王国外交大臣人权问题顾问小组成员。 

2011 年至今，联合王国首相特使武装冲突中基于性和性别的暴力问题指导委

员会成员。 

2014-2015 年，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负责人。 

宪法拟订： 

2009 年 3 月 3 日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肯尼亚共和国宪法审查专家委员会

成员。作为国际专家，与肯尼亚国内专家和两名国际专家一道起草协调一致的肯

尼亚共和国《宪法》。牵头负责制订政府制度。 

条约拟订： 

2006 年，内罗毕，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担任国家元首峰会法律顾问；

2005-2008 年，大湖区和平与安全国际会议大湖区秘书处法律顾问(安哥拉、布隆

迪、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肯尼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苏丹、坦桑

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涉及与大湖区冲突后重建中的和平、安全、政治和经

济稳定以及人的安全有关的法律和宪法框架。 

参与大湖区宪法框架的起草和谈判，供 11 个核心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峰会通过，名为 2006 年《安全、稳定与发展公约》的和平条约以及《公约》

涉及以下内容的后续《议定书》：大湖区互不侵犯、共同防御及和平解决冲突，

遏制和消除大湖区性暴力侵犯妇女行为，保护和援助大湖区境内流离失所者，以

及信息和通信，大湖区回返人口的财产权。重新起草关于民主和善治、非法开采

自然资源、禁止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司法合作，以及发展与重建的

《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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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09 年，执行这些协定的国际会议的顾问。 

 制定卢旺达共和国关于执行《大湖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的

国家计划。 

非洲联盟： 

2008-2009 年，负责审查创立非洲联盟政府事宜的非洲联盟高级别知名人士

小组成员。研究和起草非洲联盟政府宪法概念框架。 

 《普遍管辖权示范法》起草工作法律顾问。 

 2008-2009 年，与罗杰·奥基夫博士共同担任报告员，非洲联盟和欧洲

联盟普遍管辖权特设小组成员。编写普遍管辖权报告，该报告还审查

了非洲和欧洲国家关于普遍管辖权的法律。 

 2008-2009 年，就普遍管辖权和一些欧洲国家对非洲高级官员的起诉提

供法律咨询。编写非洲联盟关于普遍管辖权的立场文件，由非盟国家

元首会议通过。 

 2007-2008 年，非洲联盟与非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法律、行政和功能框

架有关的评价、审计和审查专家。 

条约拟订： 

2006-2009 年，参与通过的非盟《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的制订、

起草和谈判工作。 

条约谈判阶段：非洲专家小组、非洲联盟内政和难民部长、非洲联盟成

员国法律顾问、非洲联盟外交部长执行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国家元首会议。 

 2006 年，制订非盟性别和人权政策 

 2005 年，德班，冲突后重建(非洲安全和非盟大使) 

 2004 年，亚的斯亚贝巴，人权和武装冲突法(红十字委员会和非

盟) 

 2000 年，几内亚科纳克里，1969 年非盟《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

特定方面的公约》30 周年(非盟和难民署) 

 1998 年，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妇女与流离失所问题(非盟和妇发基

金) 

 1995-1996 年，冲突解决机制和早期预警 

 1994 年，被迫流离失所人口(非盟)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10 年 12 月 10 日，关于人权维护者的专题讨论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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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雇佣兵和私人军事公司问题专家组主席 

 2004 年，日内瓦，社会论坛，人权与赤贫问题专家 

 2003 年，阿布贾，非亚法律咨询组织高级专员和专家代表 

 2001 年、2002 年，日内瓦，基于人权的发展办法专家 

 2001 年、2002 年、2004 年，日内瓦，禁止雇佣兵和私人军事公司问题

专家 

 2002 年，日内瓦，人权与赤贫问题专家 

 1997 年，日内瓦，行动自由和人口迁移问题专家 

 1994 年，日内瓦，人口迁移合法性问题专家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2004 年，日内瓦，难民营和定居点平民特性问题圆桌会议专家 

 1993 年，日内瓦，回返难民保护问题圆桌会议专家。 

 1994 年，亚的斯亚贝巴，难民流动的国家责任。 

 1996-1998 年，日内瓦，与各国召开难民的国际保护方面差距问题专家

组会议。拟订《难民保护全面办法》说明。牵头关于难民署监督责任的

讨论，起草关于各国责任分担和能力建设的法律问题立场文件。 

 1997 年，日内瓦，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回返问题。概述难民署关于此

问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议程的文件。 

 1998 年，非洲国际难民保护。为难民署和非统组织撰写的文件，阐明

未来 21 世纪非洲难民保护的框架。该文件为非统组织通过旨在增强非

洲难民保护的政策建议奠定了基础。 

 2000 年，剑桥全球协商圆桌会议主席。 

 1999-2000 年，圣雷莫，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演讲者和培训者 

 2002 年，加纳，演讲者和培训者，加纳难民委员会官员，与难民署协

作 

 2004 年，关于隔离武装分子和保持难民保护的平民特性的圆桌会议专

家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1994 年，日内瓦，领导关于长期限制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行动自由

的专家会议。该会议促成了关于人权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指导方针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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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基金(开发署和妇发基金)： 

 1995 年，亚的斯亚贝巴，负责为关于保护境内流离失所妇女和难民妇

女的国际会议编写文件。为妇女署通过关于该主题的政策建议提供依

据。 

 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提交的题为“1998 年冲突局势期间

和回返后的财产和土地权”的论文。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01 年，妇女在性健康和生殖权利方面的人权 

 1997 年，生殖健康：赞比亚国家方案。 

英联邦秘书处： 

 2008 年，为马尔代夫政府官员提供人权执行方面的培训。 

 专家顾问和会议论文，小型英联邦国家英联邦法律部长关于遵守国际

法律义务问题的会议(2007 年) 

 《斯威士兰宪法》起草工作英联邦法律顾问，与彼得·斯林博士(2004 年)

一道协助重新起草《宪法》草案(2004 年) 

 专家顾问和关于政党、议会和民主进程问题的论文(2004 年) 

 将人权问题纳入发展主流(2003-2004 年) 

 英联邦反腐败措施调查(2004 年) 

 2001 年，评价英联邦秘书处在促进人权方面(包括性别平等主流化)的

作用。 

欧洲共同体人道主义办事处： 

1996 年，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法律方面 

律师促进人权委员会： 

 1995 年，纽约，东欧国籍和无国籍问题研究项目顾问。 

 1994-1995 年，非洲难民保护问题研究项目成员。赴肯尼亚、马拉维、

莫桑比克、苏丹和莫桑比克难民营的外派任务。随后发表了名为“出

非洲记”的研究项目(1995 年)。 

 赴坦桑尼亚(1995 年)、卢旺达(1994 年和 1999 年)的外派任务 

 1997-2000 年，关于执行 1951 年《难民公约》排除条款的项目主任。赴

基加利(卢旺达)和阿鲁沙(坦桑尼亚)、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研究

刑事司法、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外派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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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种族研究中心和斯里兰卡政府： 

1995 年，斯里兰卡科伦坡，斯里兰卡政府委托的关于比较联邦主义和种族特

点基础上的斯里兰卡未来《联邦宪法》研究项目顾问委员会成员。 

国际人权理事会： 

 2008 年，在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讲，大湖区冲突后重建和司法。 

 2006 年，过渡期正义和大赦。 

 2004 年，日内瓦，移民、人口偷运和贩运问题咨询小组顾问和成员。 

 2004 年，联合王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困难环境下减贫小组顾问。 

挪威和瑞士政府： 

2007 年挪威国王访问瑞典之际，关于过渡期正义与和解的专家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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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政府： 

1996 年由政府提名负责审查《宪法》的宪法审查工作组成员。 

学历： 

1988-1992 年，哲学博士(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法律系)。哲学博士学位论文：

“国际法对境内自由行动和居住的限制”。导师：伊恩·布朗利教授，司令勋章、

女王法律顾问、不列颠学会会员、牛津大学荣誉退休齐舍勒国际公法教授和牛津

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审阅人：保罗·克雷格教授，牛津大学诺顿罗斯法律教授、

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大卫·哈里斯教授，诺丁汉大学国际公法教授。 

1992-1995 年，教员身份(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法律系)；1999-2002 年，牛津

大学七日理事会授予法律系、教职员大会和大学评议会成员身份。 

1983-1984 年，法学硕士(赞比亚大学)。所学课程：比较宪法、行政法、国际

法和国际贸易法。硕士论文：“赞比亚政府权力下放(移交)制度的法律框架”。导

师：已故斯坦利·蒙巴教授(伯明翰)，赞比亚大学法律专业高级讲师。论文审阅

人：斯坦利·蒙巴教授和尼维莱·布朗教授，伯明翰大学行政法教授。外部个人

审阅人：詹姆斯·雷德教授(伦敦)、彼得·斯林博士(伦敦)和瑞格·奥斯丁教授(津

巴布韦和伦敦)。 

1978-1982 年，法学学士(赞比亚大学)。普通法课程下所学核心科目：法律和

法律程序介绍、合同法、民事侵权法、刑法、宪法、证据法、土地法、商业法、

行政法、家庭法、判例、公司法、国际法、国际贸易法，法学学士论文题目：“赞

比亚法律和公共安全问题”。论文和个别课程外部审阅人：詹姆斯·雷德教授(伦

敦)、彼得·斯林博士(伦敦)、艾伦·米尔纳博士(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和瑞格·奥

斯丁教授(津巴布韦和伦敦)。 

大学执教经历 

1996 年 1 月起，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 

2008-2010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讲课和讨论会(法学硕士)： 

国际人权保护(课程召集人，1996-2009 年)、国际人权、妇女人权、国际刑事

法律、联合国法律、难民、流离失所者和移民(课程召集人，2000-2010 年) 

课程(法学学士)： 

国际公法、国际人权保护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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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研究讨论会： 

研究学生和博士学生研究方法(讨论会召集人)。 

指导： 

博士候选人(9 名顺利毕业，3 名在读)；35 名法学硕士候选人。 

安排和评判最终考核以及审查博士论文： 

国际人权保护(法学硕士) 

刑法(法学学士) 

博士论文外部审阅人： 

1997 年，南安普顿大学(难民流动的国家责任)； 

1998 年，华威大学(赞比亚公司金融和新出现的证券交易所)； 

1999 年，牛津大学(国际公法规定的来源国和第三国在难民状况中的法律责

任)。 

2005 年，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大学(马拉维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法律) 

2014 年，牛津大学(境内流离失所) 

博士论文内部审阅人 

1999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联合王国的种族和移民问题) 

1999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权与性别：非洲视角) 

2005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宗教与人权) 

2005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伊朗申诉法庭的法律) 

2005 年，ICS(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006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自决和人口迁移) 

2008 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人道主义法之下的移民) 

2009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网络战争和国际人权法律) 

2009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苏丹的儿童兵) 

外部审阅人： 

1999-2001 年，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女王学院难民研究中心研究硕士 

2007-2011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硕士 

2008-2011 年，诺丁汉大学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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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职务： 

2007-2010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并延任 

2004-2006 年，法学硕士招生主席 

2006 年，法学硕士审查小组成员 

2002-2003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术审查和规划委员会成员(学院规划和评

价委员会) 

2004 年，学院规划和评价委员会欧洲研究所审查小组成员 

2002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种族歧视准则起草委员会成员 

1999-2000 年，负责管理法律系研究学生和博士学生的博士课程主管 

法学学士(1996 年)和法学硕士(1997-2006 年)招生 

1999-2001 年，法律系战略规划委员会成员 

个人导师：法学学士(19 名学生)；法学硕士(48 名学生) 

2001 年，法律系教学委员会成员 

1998-2006 年，学院纪律小组成员 

2004-2006 年，学院提名委员会成员 

2004-2006 年，学院种族和平等小组成员 

1992-1999 年，牛津大学 

讲座： 法律系：1997-1998 年，国际人权保护；1993-1997 年国际法中的人

权和妇女地位(1993 年米迦勒学期后四周)；国际法中的领土争端

(1994 年和 1996 年米迦勒学期后四周)；人权(1997 年希拉里学期，

八周)。 

 与法律系协作的外国服务课程： 

 海洋法(1994-1999 年、2003-2004 年希拉里学期前四周)；国际法中的

人权和外交豁免法律(1994-1999 年三一学期后四周)；法律的性质和

渊源(1994-1999 年米迦勒学期前四周)；国际法和使用武力，及外交

豁免法律(1995-1999 年三一学期前四周)。 

讨论会： 伊丽莎白女王学院，难民研究课程： 

1999 年，联合国人权保护制度。 

1998 年，人权的普遍性。 

1991-1995 年、1997-1999 年，国际难民法和人权，暑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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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令、人权和被迫移徙(1994年希拉里学期和 1995年三一学期，

八周)。 

辅导 

国际公法 

学院： 圣体学院、艾克赛特学院、灰修士学院、基布尔学院、曼彻斯特学

院、曼斯菲尔德学院、大学学院、圣安妮学院、圣凯瑟琳学院和三

一学院(包括民法学士)。 

公法(宪法和行政法) 

学院： 布雷齐诺斯学院、曼斯菲尔德学院、圣安妮学院、圣凯瑟琳学院和

圣艾德蒙学院。 

综合学术职务： 

招生(艾克赛特学院)：面试和甄选入学申请者。 

关于本科学生成绩的学期报告。 

评判本科学生论文。 

审阅人，研究生院(法律)： 

1997 年、1998 年、1999 年、2001 年、2005 年五篇研究硕士论文。 

转修哲学博士，三一学院候选人(与 M. 詹尼斯博士，1995 年)和圣艾德蒙学

院(与 C. 盖瑞博士，1996 年)和瓦德汉学院(与盖伊·古德·温吉尔教授，1998 年) 

沃弗森学院顾问，国际法哲学博士候选人 

命题和阅卷，牛津大学难民研究课程。 

担任伊丽莎白女王学院难民研究课程主任(1994 年、1995 年)。 

1982-1988 年，赞比亚大学 

讲座。 法学院：下列课程每学年每周三次授课：国际公法(四年级学生，

1984-1988 年)；行政法(三年级学生，1986-1988 年)和国际公法研究

生课程(1986-1988 年)。 

辅导。 下列课程每学年每周三次辅导：行政法 (1982-1984 年 )；宪法

(1982-1986 年)和刑法(1982-1984 年)。 

指导。 公法专业四年级本科生论文。 

综合学术职务： 

命题和阅卷。 

法律教育理事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外部审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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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法律杂志编辑部成员和秘书。 

法学院考试和课程委员会成员。 

法学院任命和晋升委员会成员。 

法学院考试委员会成员。 

赞比亚大学研究和出差补助金委员会成员。 

赞比亚大学特别纪律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专业委员会成员。 

其他大学教学活动： 

2016-2017 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卓越客座教授 

2002 年起，任多伦多大学卓越客座教授 

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8 月至 10 月(1998 年、1999

年、2002 年、2008 年)，教授课程： 

海洋法、国际人权保护、国际刑法。. 

1994 年，伦敦热带医学院 

非洲的宪政和民主 

1993 年 3 月 1 日至 6 日，布法罗大学巴迪人权中心和法律系访问学者。我的

讲座主题是国际法中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有关的人权。我进行了三次时长两

小时的讲座，主题如下： 

 国际法中的人权概念； 

 1966 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的内容；以及 

 人道主义援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制度。 

1990 年和 1991 年，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系。 

我的讲座主题是国际法中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护。 

1992 年，伦敦，高等法律研究院 

讲座主题是在职法学教育 

出版物 

书籍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Law, (卡梅伦出版公司，2013 年)

主题包括国家主权、干涉、在伊拉克使用武力、恐怖主义战争背景下的国际人道

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与人权之间的互相作用、雇佣兵和私人军事公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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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联邦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小型英联邦国家履约问题、对脆弱状态的区域对

策等。 

The Right to Seek Asylum under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Nijhoff Martinus, 2013) 

编写中：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Hurst publishers)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nd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within 

States(Clarendon Press, Oxford 2000). 

Blackstone’s Guide to the Asylum and Immigration Act 1996(Blackstone Press, 

1996), with Professor Leonard Leigh. 

专著 

Mainstreaming Human Rights in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with Professor 

Paul Hunt)(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2004) 

Evaluation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London, 2001) 

The Regulation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Options for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Alert, London 2001) with D. Lilly. 

‘Exclusion from Protection: Article 1F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Convention and Article 1(5) of the OAU Con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med Conflict, 

Genocide, and Restrictionism’. Special Issue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tumn 2000, with Joan Fitzpatrick, Walter Kaelin and 

Monette Zard (Guest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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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图书章节和论文 

'Practical Solutions in Situations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Forced Migration 

Review(with Natalia Baal and Martina Caterina) 2016. 

'Reconstituting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s a Regional Idea' in Connor 

Gearty et al, Human Rights (Cambridge 2012). 

‘From Soft Law to Hard Law: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2009).  

‘The Pact on Security,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200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frican Human Rights System’ Human Rights Law 

Review(2007). 

Commentary on Judge Higgins’ Lect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Justice(2007). 

‘Elaborat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of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Law, 50, 2(Cambridge, 2006) 1-11 

‘The Role of Human Rights Bodies in Protecting Refugees’ in A. Bayefsky (ed), 

Human Right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and Migrant Workers (Kluwer, 2006) 

pp.269-281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SADC Region’ 3(1) Journal of African 

Elections (2004)62-80.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CRC, 2004)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Report 

on Humanitarian Action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A Review of Trends and 

Issues(London, 2003). 

‘The Legacy of Jennings on Constitution Making in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3). 

‘Human Rights and the Broader Context: The Role of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and Parliament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2004). 

‘The Meaning of Intervention’, 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e, Ottawa, 2001) pp.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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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e, Ottawa, 2001) pp.5-13. 

‘The Legal Criteria for the Separation of members of Armed Forces, Armed 

Bands, and Militia from Refugee Populations’ in Special Issue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tumn 2000.  

‘The Legal Premis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G. 

Goodwin-Gill and S. Talmon, The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Ian Brownlie(Oxford, 1999). 

‘Women’s Land and Property Rights in Situations of Conflict’ online publication 

at www.iacarrd.org/en/icarrd_doc_tec/batch3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Lawfulness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n Zambia’, 

ZambiaLaw Journal(1998). 

“Legal safeguards on Mining in Africa.”Mining Journal 328, no. 8414:15 (1997) 

‘A Political and Legal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the Return of Forcibly 

Transferred Populations (Ethnic Cleansing)’, 16Refugee Quarterly Survey(1997) pp. 

1-25. 

‘Refugee Rights’ Ed., Interights Bulletin 11(1997) 37-83. ISSN 0268-3709-3709. 

‘Legal Basis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ECHO, Forum on Ethics in Aid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European Union, 1997). 

‘Legal Aspects of Mi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Ellis, Africa Now: Peoples 

and Institutions(James Currey, 1996). 

‘Assessing the Status of Women: A guide to Reporting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IWRAW, 1996) 

‘An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pective on Refugee and Displaced Women’, in UN, 

Legal Status of Refugee and Displaced Women in Africa(UNIFEM, 1996).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Refugee Flows and Displaced Persons with respect to 

the Country of Orig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7 (1995). 

Introductory chapter, ‘The Refugee Convention 1951: The Travaux Preparatoires 

Analyzed with a Commentary by Weis’, 7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Series(Grotius Publications, Cambridge, 1995). 

‘Towards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under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 chapter in Cook, Ed., Human Rights of 

Wome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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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requisites of Education: Minorities and Refugees’, a chapter in Minority 

Rights Group Ed., Education Rights and Minorities(Manchester Free Press, 1994). 

Foreword, Introductory chapter in Chan, ‘Kaunda and Southern Africa: Image 

and Reality in Foreign Policy,’(London, 1992). 

‘Uncovering Reality: Excavating Women's Rights in African Family Law’, joint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mily Law,(1993). 

‘The Legal Status of Women In Zambia’ (with Himonga and Turner in Women 

and the Law in Southern Africa, Vol. 2, University of Harare, 1990).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 in Africa’ Interights Bulletin, 5 (1990) 41. 

 ‘Access to Legal Education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Zambia’ with Himonga 

in Dhavan, Kibble and Twining, Access to Legal Education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Butterworths, 1989). 

 ‘Judicial Review of Legislative Action in Zambia:  A comment on In Re 

Thomas Mumba in the Matter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Act and the Constitution’ 18 

(1986)Zambia Law Journal. 

‘The Zambian Legal System’, with Mwansa and Kakula in Redden, Modern 

Legal Systems(New York, 1986). 

‘Subject Index’ in Ndulo and Turner, Civil Liberties Cases in Zambia(Oxford, 

1984) pp 575-579. 

其他著作 

肯尼亚共和国 

肯尼亚共和国 2010 年新《宪法》的共同作者(肯尼亚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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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联盟 

2009 年《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非洲联盟 

《普遍管辖权研究报告》，2008-2009 年(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特设小组的报告(与罗杰·奥基夫博士共同担任报告员)，

普遍管辖权问题专家小组成员(其他成员包括安东尼奥·卡塞塞教授/法官和国际

法院前任院长穆罕默德·贝德贾维法官)。 

为联合国撰写的正式文件和论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日内瓦： 

以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身份撰写的联合国人权报告 

2010 年 12 月 20 日，A/HRC/16/43，授权任务的专题优先领域，提交人权理

事会第十六届会议。 

作为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第一份报告，本报告陈述了我在首个三年任期内想

要审查的优先任务领域，即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标准框架、导致流离失所的气

候变化、难民营外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境内流离失所妇女。报告还列出了前

任任务负责人开展的活动。 

2012 年 12 月 26 日，A/HRC/19/59，难民营外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境况，提交

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 

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保护和援助通常是在难民营和定居点。然而大多数境内

流离失所者生活在难民营和定居点外。本报告首次审查了此问题，建议通过哪些

途径来保护难民营外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执行

了本报告的建议，该机构由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的首长和负责人组成，根据任务

规定，由我担任本机构成员/首长。 

联合国大会报告 

2011 年 8 月 9 日，A/66/285，气候变化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专题审查，提交

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2010 年《坎昆协定》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认了气候变化导致

流离失所，在此背景下，本报告审查了气候变化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报告概述

了在城市化等大趋势影响下气候变化导致境内流离失所的框架，并对气候变化导

致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办法提出了重要建议。 

2012 年 8 月 10 日，A/67/289，境内流离失所问题评价、成就和挑战与趋势

专题审查，提交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 

本报告恰逢确立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的任务二十周年，审查了保护境内流离

失所者规范性框架的发展。本报告获得联合国的公开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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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下内容的联合国专题报告： 

 保护难民营外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保护和援助境内流离失所妇女 

 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者在解决境内流离失所方面的作用 

 非洲联盟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 

 保护城市环境中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国家特派任务报告：这些报告提供了对国家局势的初步研究、分析和理解 

2012 年 1 月 30 日，A/HRC/19/5/Add 1，2011 年 7 月赴马尔代夫特派任务报

告，提交 2012 年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 

本报告审查了在马尔代夫政府防范淹没风险背景下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

所问题和因海啸而流离失所的人的境况。虽然马尔代夫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草

案，但该草案未纳入防备流离失所问题。特派任务促使马尔代夫政府再次修订其

编制的关于灾害的法律草案，以纳入流离失所问题。 

2012 年 2 月 6 日，A/HRC/19/54/Add.2，2011 年 9 月赴肯尼亚特派任务的报

告，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 

本报告审查了选举暴力、自然灾害以及肯尼亚的开发和保护项目导致的境内

流离失所者的境况。特派任务促成重新安置 20 多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肯

尼亚政府通过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政策和立法。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将本次特

派任务行为作为如何开展特派任务的范例。 

非洲联盟关于普遍管辖权的研究报告。2008 年 

赴以下国家的联合国特派任务正式报告： 

a. 马尔代夫 

b. 肯尼亚 

c. 科特迪瓦 

d. 苏丹 

e. 南苏丹 

f. 格鲁吉亚 

g.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 

h. 斯里兰卡 

i.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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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海地 

k. 乌克兰 

l.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m. 伊拉克 

n. 菲律宾 

o. 洪都拉斯 

工作任务 

a. 布隆迪 

b. 刚果民主共和国 

c. 阿富汗 

d. 哥斯达黎加 

e. 约旦 

f. 危地马拉 

g. 土耳其 

h. 肯尼亚 

i. 科特迪瓦 

其他正式报告 

2008 年，非洲联盟关于普遍管辖权的研究报告 

鉴于非洲国家声称一些欧洲国家滥用普遍管辖权，该研究报告审查了普遍管

辖权的范围和应用情况。此研究获得非洲联盟国家元首的支持，并为非洲联盟

2013 年 2 月在塞内加尔设立法庭，审判乍得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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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 

与非洲联盟和欧洲普遍管辖权报告特设专家技术小组的罗杰·奥基夫博士共

同担任报告员。本报告全面概述了非洲和欧洲国家在普遍管辖权原则方面的做法，

并就非洲和欧洲国家如何解决其在普遍管辖权适用方面的分歧提出建议。本报告

促使联合国大会在 2010 年就联合国会员国在普遍管辖权方面的做法开展进一步

研究。特设技术小组的其他成员包括国际法院前任院长贝德贾维法官，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任法官、庭长和黎巴嫩法庭现任庭长卡塞塞教授，比利时

大学克莱恩教授，达累斯萨拉姆大学马伊那教授和剑桥大学罗杰·奥基夫博士。 

《禁止雇佣兵》，2004 年， 

《迁移自由和被迫人口迁徙》，1997 年，联合国 E/CN.4/Sub.2/1997/23 号文

件。 

为联合国人权中心撰写的报告，作为人口迁移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最终报告

发布。本报告使当时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通过了第 Res.29/1997

号决议。人权中心为此项工作授予特别证明。 

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和回返权利，1997 年，HR/SEM.1/PT/1997/WP.4 

1997 年为人口迁移所涉人权问题专家组讨论会撰写的报告。这些报告为联合

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前称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详尽制定

《关于人口迁移和定居者安置问题的宣言草案》提供了依据。 

人口迁移和定居者安置的合法性，1994 年，联合国 E/CN.4/Sub.2/1994/18 号

文件 

为联合国人权中心撰写的报告，作为人口迁移问题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定期

报告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日内瓦： 

《被迫迁移人口回返》，1997 年。 

本报告规划了供难民署政策研究股研究的法律和政治问题，被用作难民署前

南斯拉夫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返办法的指导。 

《能力建设》(1998 年)和《责任分担的法律基础》(1998 年) 

为包括国家代表在内的国际难民保护问题专家组会议撰写的报告。这些报告

为难民署执行委员会 1998 年通过关于责任分担的结论和难民署难民回返问题全

面方法提供了依据。 

《非洲难民保护》，1998 年 

本报告为加强 21 世纪非洲难民保护制定了框架。非统组织于 1998 年通过了

本报告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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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妇发基金)，内罗毕： 

《1998 年冲突局势期间和回返后的财产和土地权》。 

为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国际会议撰写的摘要论文，指出了土地使用权制度

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影响妇女权利。 

联合国人口基金： 

妇女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人权，2002 年。本报告阐述了联合国人权条

约机构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作用，并载有关于保护此项权利的建议。 

赞比亚国家方案：《赞比亚难民的生殖权利》(1996 年)。赞比亚政策执行文

件。赞比亚关于生殖权利，包括难民的生殖权利的政策的执行工作以此文件为基

础。 

杂项 

美国之音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电视访谈，2010 年 12 月 9 日。 

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关于本巴审判的电视访谈，2010 年 11 月 11 日。 

英国广播公司《关注非洲》和《非洲你来说》广播访谈，2005-2010 年。 

书评， Ankumah,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Practice and Procedures(1996) in Interrights Bulletin, 1996. 

书评， Harris, O'Boyle, and Warbrick, 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6) in The European Year Bok of International Law, May 1996.  

书评，Hamalengwa et al,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in Africa(1990) in 

Interights Bulletin, 5 (1990) 54. 

《宪法改革，赞比亚的人权和民主：赞比亚宪法改革建议》，提交给内阁办

公室的报告，卢萨卡，1990 年。 

《英联邦非洲地区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为筹备英联邦非洲国家元首民主和

人权会议的英联邦秘书处政治司编写的摘要文件，哈博罗内，1997 年 2 月。 

1990-2010 年在国际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上所作的演讲 

- 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欧洲国际法学会重要公共活动主席，剑桥，

2010 年 9 月。 

- 2010 年肯尼亚《宪法》，内罗毕，2010 年。 

- 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十周年，在美国国际法学会演讲，2008 年。 

- 在公务员队伍中培育人权文化，为马尔代夫高级公职人员讲课和开展培

训讲习班，2008 年。 

- 非洲的人权，在诺丁汉大学讲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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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后局势下的国际法，在英国国际法研究所讲课，2007 年。 

- 非洲人权制度，在莱切斯特大学讲课，2007 年。 

- 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向美国国际捐助者协会作演讲，

2007 年。 

- 和平协议与大赦。在挪威和瑞士外交部长为挪威国王访问瑞士而组织的

会议上演讲，伯尔尼，2006 年。 

- 国际法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的判决以及对非洲大湖区和平进

程的影响，2006 年，查塔姆研究所。 

- 对与性别有关的国际和非洲人权文书的比较分析，在非洲联盟演讲，亚

的斯亚贝巴，妇女司，2006 年。 

- 非洲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法律框架概述，为非洲联盟人道主义事务局讲

课，亚的斯亚贝巴，2006 年。 

- 非洲联盟非洲冲突后重建法律框架，为非洲联盟大使讲课，德班，2005

年。 

- 国际人权保护，在埃塞俄比亚议会向议员作两周讲座，2003-2004 年。 

- 国际法，在埃塞俄比亚议会向议员作两周讲座，2003 年。 

- 政党和议会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执政党和在野

党议员作演讲，马普托，2004 年。 

- 根据国际法监管私人安保公司。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雇佣兵和私

人军事公司问题专家组讨论会上演讲，日内瓦，2001 年。 

- 人权和消除赤贫。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和赤贫问题专家组讨

论会上演讲，日内瓦，2001 年。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标准和公平性。作为赴中国香港和中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

代表团王座庭庭长成员为法官和司法部官员讲课，北京，2001 年。 

- 人权领域公平审判标准，阿姆斯特丹，2000 年。在国际律师协会年会

上演讲。 

- 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监管私人安保公司，威尔顿庄园，1999 年。在(英

国)外交部召开的旨在讨论雇佣兵和私人安保公司作用的国际会议上演

讲。 

- 人权作为民主行为的标准。在英联邦研究学会的公共讲座，伦敦，1999

年 6 月。 

- 国际人权保护：为埃塞俄比亚内阁部长和议员讲课，199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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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的人权：1979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应用；1997

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在乌干达坎帕拉法尔维酒店举行的第 6 次研究生课

程。奥地利外交部和马凯雷雷大学组织。 

 国际人权保护：为埃塞俄比亚内阁部长和议员讲课，1997 年 5 月 23-30

日。 

 被迫流离失所者回返和索赔，在联合国人权中心专家组会议上演讲，

1997 年 2 月 18 日。 

- 在非洲大量难民涌入的情况下保护难民，1996 年 12 月 20 日在日内瓦

举行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专家组会议上以及 2001年 11月在圣雷

莫国际人道主义法学会演讲。 

- 人道主义援助的合法性。在紧急情况下合作的欧洲人道主义援助专员和

志愿组织会议上演讲，都柏林，1996 年 12 月 12 日。 

- 大规模持续侵犯人权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程序，在非洲人权

委员会讨论会上演讲，内罗毕，1996 年 7 月 21 日 

- 国际法中流离失所人口的合法性，第八届伊丽莎白·科尔森公共讲座，

牛津大学罗德公馆，1996 年 3 月 13 日。 

- 非洲对国际法的贡献，在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协会演讲，诺丁汉大学，

1996 年 6 月 29 日。 

- 公平审判权利比较分析。人权会议律师委员会会议，比肯斯菲尔德，5

月 8 日。 

- 发展援助和救济援助的合法性。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专家组会议

上演讲，日内瓦，1996 年 5 月 2 日。 

- 国际刑法，在阿鲁沙国际刑法学院(欧洲法律学生协会)的六次讲课，1995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 

- 卢旺达人口流离失所问题的个人刑事责任和法律方面，国际讲习班，阿

鲁沙，1995 年 8 月 13 日至 18 日。对坦桑尼亚和卢旺达政府部长和其

他高级别官员三次授课。 

- 国际法、种族灭绝和难民：卢旺达，在基加利作演讲，1995 年 8 月 7

日至 10 日。 

- 流离失所妇女和难民，在开发署会议上演讲，亚的斯亚贝巴，1995 年 8

月 1 日至 5 日。 

- 非洲人权和民主，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课，1995 年 2 月 13 日。 

- 原籍国在难民流动方面的国家责任，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关于保护非洲

难民的讨论会上演讲，1994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亚的斯亚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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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迁徙自由的长期限制，在世界卫生组织

政策小组会议开幕式上发言，1994 年 10 月 4 日至 6 日，日内瓦。 

- 冷战后时代的人道主义干预和援助，欧洲联盟和属于欧洲联盟的非政府

组织联络委员会联合会议开幕演讲，1994 年 4 月。 

- 南非民主过渡期，为欧洲联盟非政府组织讲课，1994 年 5 月。 

- 国际法中的难民问题；按照人权标准的难民待遇。与荷兰人权学会协作，

在海牙人权问题学术课程上的两次讲课，1993 年 10 月 22 日，海牙。 

- 国际法和难民妇女，针对难民妇女的歧视和暴力。在芬兰难民理事会研

讨会上演讲，赫尔辛基，1993 年 10 月 7 日。 

- 非洲难民迁移的根本原因；授予庇护程序；以及难民权利。在英联邦人

权倡议讨论会上演讲，莫伊大学，1993 年 9 月 4 日至 11 日，肯尼亚埃

尔多雷特。 

- 国际法和难民，与难民有关的区域文书，以及与难民有关的文书的执行

情况。在国际难民保护问题培训研讨会上演讲，1993 年 9 月 2 日，达

累斯萨拉姆大学。 

- 根据武装冲突法律保护流离失所者，在世界人权会议上演讲，1993 年 6

月 18 日，维也纳。 

- 对国际危机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响应，向英联邦秘书长特别咨询小组作演

讲，1993 年 4 月 22 日，伦敦。 

- 非洲难民法的新困境。在记录 1990 年代迫害事件的研讨会上作演讲，

哈佛大学法学院，1993 年 2 月 12 日至 13 日。 

- 家庭的概念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国际法视角，在国际妇女权利行动

观察会议上演讲，1993 年 1 月 14 日，维也纳，维也纳联合国国际中心。 

- 国际法中的难民待遇标准，在莫伊大学难民研究中心难民法讲习班上讲

课，1992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肯尼亚埃尔多雷特。 

- 致力于根据非洲人权制度切实保护妇女权利，在多伦多大学法律系妇女

人权协商会议上演讲，199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多伦多。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一份人权文书？在国际妇女权利行

动观察会议上演讲，1992 年 1 月 15 日，纽约。 

- 国内执行妇女权利的战略：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年会，1992 年 1 月，

维也纳和纽约。 

 国内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战略，在人权联盟会议上

演讲，1992 年 1 月 12 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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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非洲被迫移徙的原因，在天主教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移徙问题会议

上演讲，1992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伦敦。 

- 根据武装冲突法律保护难民；与非洲难民有关的国内标准。在难民研究

课程举办的培训讲习班上讲课，1991 年 9 月 26 日，坦桑尼亚阿鲁沙。 

- 非洲的一党执政问题，在韦克舍大学 1991 年民主讲习班上讲课，瑞典

韦克舍。 

- 讲授与人权和难民有关的国际法，在社会研究学会难民问题研讨会上演

讲，1990 年 8 月，海牙。 

其他活动： 

- 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全国委员会和类似机构普遍会议上关于武装冲突

中境内流离失所者和移民保护问题的主旨演讲人，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 

- 布鲁金斯学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境内流离失所项目联合主任，

2010-2015 年。 

- 韩国驻伦敦使馆武装冲突中破坏文化财产和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问题法

律顾问，2006 年。 

- 赴中国香港和中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权和法律改革代表团王座庭庭

长成员，2001 年。 

- 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实体内部冲突调解人，1998-2002 年。 

- 国际安全基金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实体关于适当地位

形式的顾问，各方将这种地位确认为“共同国家”，1998-2002 年。 

- 关于人权、难民、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皮诺切特案、刚果民主共和国

诉乌干达的电视访谈和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访谈，1996-2000 年。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辑委员会成员，2015 年至今。 

被迫移徙系列丛书共同编辑，Berghan Books，1997-2006 年。 

- 《国际难民法杂志》编辑部成员，2001 年。. 

- 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国际法和移徙系列图书编辑部成员，

1997-2007 年。 

-  索罗斯基金会分支开放社会司法倡议理事会成员，2003-2008 年。 

- 少数人权利团体国际咨询理事会成员，2002-2006 年。 

- 英联邦研究学会国际咨询理事会成员，2002-2006 年。 

- 南部非洲书展董事会成员，1997-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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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权保护中心理事会成员，1995-2006 年。 

- 在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后赴坦桑尼亚和卢旺达难民营进行实地研

究，1995 年。 

- 乐施会董事会成员和人权政策首席受托人，1993-1998 年。 

- 天主教国际关系研究所教育委员会受托人，1995 年至今。 

- 挪威难民理事会咨询委员会成员，1995 年。 

- 国际法协会境内流离失所者委员会成员，1993 年。 

- 坦桑尼亚共和国宪法审查委员会工作队成员，1992 年。 

- 有线电视新闻网访谈，2016 年、2014 年和 2008 年。 

- 英国广播公司《开放大学》广播访谈和节目，1991 年、1992 年、1993

年、1994 年、2000-2008 年。 

- 半岛电视台访谈，2016 年和 2014 年。 

- 《难民研究杂志》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1987-1996 年 

- 赞比亚法律协会会员，1982-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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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奖项： 

英联邦大学协会学术研究金，1988-1991 年。 

纳菲尔德基金会小额研究补助金，1990 年。 

纳菲尔德基金会小额研究补助金，1992 年。 

福特基金会个人研究补助金，1991-1992 年。 

谢勒·亚当斯基金会个人研究补助金，1995 年。 

福特基金会补助金，2001 年。 

开放社会研究所补助金，2009-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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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维·班达里(印度)  

[原件：英文] 

 

国际法院法官，任期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5 日止 

达尔维·班达里法官自 2012 年起担任国际法院法官。 

当选国际法院法官之前，班达里法官在印度高等司法机构担任法官 20多年，

曾任印度最高法院资深法官。 

班达里法官自 1994 年起担任国际法协会印度分会执行会员。2007 年全票当

选为印度国际法基金会会长，并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他曾任德里高等法院(印度

最高法院之一)法官和孟买高等法院(印度最大和最古老高等法院之一)首席大法

官。 

在 1991 年成为印度高等司法机构法官之前，班达里法官曾有过 23 年出色和

成功的律师生涯。 

国际法院 

司法职能 

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班达里法官参与了国际法院裁定的所有案件。 

班达里法官曾就若干案件发表过意见，涉及领域包括大陆架划界、海事纠纷、

资助恐怖主义、灭绝种族罪、核裁军、侵犯国家主权、在南极洲捕鲸等。 

印度最高法院 

司法职能 

班达里法官曾任印度最高法院资深法官。他于 2005 年 10 月 28 日升任最高

法院法官。他曾依照第 131 条行使最高法院管辖权，在印度政府与一个或多个邦

之间、印度政府和任何一个或多个邦与另外一个或多个邦之间，或两个或多个邦

之间做出大量判决。 

班达里法官还做出过大量关于比较法、公益诉讼、宪法、刑法、民事诉讼法、

行政法、仲裁法、保险和银行及家庭法的判决。 

鉴于他在一宗离婚案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决，正在审议他对《1955 年印

度婚姻法》修正案的建议，即把婚姻破裂无法挽回作为离婚的一个理由。 

班达里法官关于粮食问题的许多指令促成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发放

大量粮食供应品。 

班达里法官关于夜间临时住所问题的指令促使各邦政府向全国的无家可归

者提供夜间临时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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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达里法官关于儿童免费义务教育问题的指令使得全国的中小学拥有基本

的基础设施。 

行政职能 

班达里法官还拥有处理行政事务的丰富经验。 

班达里法官曾获法律和司法部任命，担任最高法院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他曾担任调停与和解项目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全国各地的调停与和解方案。 

他曾担任印度最高法院法律通讯员资格认证委员会主席。 

他曾被任命为 2011 年 11 月于新德里举行的由印度和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

法官和总检察官组成的印澳高级别法律论坛第三次会议的成员。 

他曾任国家消费者争端处理委员会司法和行政委员选任委员会主席；铁路索

赔法庭庭长和法官选任委员会主席；向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其他法官提供

书记官兼研究助理选任委员会主席；印度最高法院设在中央邦博帕尔的国家司法

学院师资选拔委员会主席。 

孟买高等法院(马哈拉施特拉和果阿)首席大法官 

2004 年 7 月 25 日，班达里法官升任孟买高等法院(管辖马哈拉施特拉和果阿

邦)首席大法官。孟买高等法院是印度最古老和最大的高等法院之一(相当于美利

坚合众国的州最高法院)。 

作为首席大法官，他在不同法律部门做出了多项判决。他的判决和指令使得

有更多资金划拨，用于解决马哈拉施特拉五个最落后县的营养不良问题。 

依照他的判决，100 名司法官员奉命处理涉及《1881 年票据法》第 138 节的

案件。 

行政职能 

班达里法官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孟买高等法院首次实现了 60 名法官满编

运转，并且在班达里法官的建议下，孟买高等法院的核定编制从 60 名法官增加

到了 75 名。他在任期间，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果阿邦新建了许多法庭建筑。其他

法庭建筑则得到了修整和更新。在他的游说下，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同意在当地

设立国家司法学院。 

班达里法官特别关注调停与和解。他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果阿邦各地设立调

停与和解中心方面功不可没。他还在孟买组织了一次调停与和解问题国际会议。

他确保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果阿邦的下属司法机构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他还对

计算机化、视频会议设施、法律援助和法律普及方案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孟买

高等法院设立诉讼当事人信息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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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高等法院法官 

1991 年 3 月 19 日，班达里法官升任德里高等法院法官。在升任孟买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之前，他担任德里高等法院法官逾 13 年。 

司法职能 

作为德里高等法院法官，班达里法官在几乎所有法律部门都做出过若干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判决。他在公益诉讼领域的指令，促使一间有 100 年历史的屠宰场

关闭，并新建了一座现代化和机械化屠宰场。 

他关于“路人甲”(知识产权)，即 Taj 电视公司诉 Rajan mandal 案的判决，

刊载于顶尖英文期刊《舰队街报告》2003 年第 407 期。 

行政职能 

班达里法官曾担任德里高等法院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多年。他还常年担任

《1974 年保护外汇和防止走私活动法》及《国家安全法》德里邦咨询委员会主席。 

工作经历 

1968 年至 1970 年，班达里法官在拉贾斯坦邦高等法院执业，随后获得国际

奖学金前往美利坚合众国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他于 1973 年返回印度，在拉贾斯

坦邦高等法院执业至 1977 年 2 月，涉及法律各个分支。自 1977 年开始，班达里

法官主要在印度最高法院执业，涉及民法、刑法、宪法、公司法、选举法和中央

消费税法等领域，直至升任德里高等法院法官。 

班达里法官曾在印度最高法院的宪法法庭和其他法庭就许多里程碑式的案

件进行过辩论。他曾担任印度联邦高级陪审团的辩论顾问。他还担任过十多年北

方邦和许多其他公营企业在印度最高法院的常设法律顾问。他曾是其他许多邦在

印度高等法院的代表。他还在许多主要高等法院出过庭，例如德里高等法院、孟

买高等法院、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安得拉邦高等法院、阿拉哈巴德邦高等法院、

拉贾斯坦邦高等法院，以及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 

教育和学术成就 

班达里法官毕业于焦特普尔大学人文与法律系，1970 年 6 月应邀前往美国芝

加哥，参加由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印度法律研究讲习班。在为期六个月的讲习班期

间，他与美国杰出院士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获得国际奖学金后，班达里法官前往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修读硕士课程并获

得法学硕士学位。他曾任职西北法律援助所，并代表该所的诉讼当事人在芝加哥

各法院出庭。他还曾任职芝加哥研究中心。 

1973 年 6 月，班达里法官利用国际研究金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和斯里兰卡，在当地法院和法学院协同下，考察法律援助和诊所式法

律教育方案，并举办相关讲座。 

班达里法官参加了由联合国赞助的国际项目“印度刑事司法中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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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达里法官曾作为高级别代表团成员访问过前苏联多个地方，考察和了解苏

联法律和司法系统及其与印度的关联性。 

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2013 年 6 月 15 日，在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出席的活动上，德里国家

法律大学授予达尔维·班达里法官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褒奖词如下：“达尔维·班

达里法官一直是争取性别公正和平等权利，尤其是为社会贫穷和边缘化群体争取

此等权利的斗士。达尔维·班达里法官因为在许多法律部门中做出的里程碑式和

创新的判决而广为人知。他因关于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提供粮食、为无家可归者

提供夜间临时住所、儿童免费和义务教育权、向营养不良的儿童增加资金拨款和

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判决而获得公认。他的卓越判决在印度和海外赢得了广泛认同。

达尔维·班达里法官是法律敏感性与以人为本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印度卡纳塔卡邦杜姆库尔大学授予班达里法官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法

律和司法的巨大贡献。褒奖词如下：“勇气和正直之士。具有国际声誉的法律名

人。在印度法律系统中采用新颖和创新做法的先锋。争取性别公正、平等权利和

知识产权的坚定斗士。授予他的荣誉和奖励是对他勤勉工作的认可，他对法律和

司法的巨大贡献值得称颂。” 

杰出成就 

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在庆祝建院 150 周年(1859–2009 年)之际，将班

达里法官评选为 16 位最著名和最杰出的校友之一。 

鉴于达尔维·班达里法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以其领导能力和卓越品质服

务祖国和人类社会，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和加拿大政府赞扬了他的杰出贡献。

褒奖词还提到班达里法官对世界的贡献有持久和积极的影响。 

2013 年，班达里法官获得西北大学首个国际校友奖。 

国际法学会授予班达里法官学会终身名誉会员。该学会还向班达里法官颁授

了国际法和外交学院荣誉教授一职。 

提供法律培训以及与法学院和大学的交流 

作为最高法院法官，班达里法官培训了大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各所大学的学

生，特别是来自哈佛法学院、耶鲁法学院、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和加拿大奥斯古

德堂法学院的学生。 

2007 年起，班达里法官开始担任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大学国家法学院理事会

成员。 

2006 年起，班达里法官开始担任位于焦特普尔的国家法律大学理事会成员。 

国际法 

自 1994 年起，班达里法官一直担任国际法协会印度分会执行会员。他还曾

担任国际法协会德里中心主席多年。他帮助设立了位于拉贾斯坦邦焦特普尔的国



 

A/72/183 

S/2017/621 

 

37/68 17-12355 (C) 

 

际法协会拉贾斯坦邦分会。他是一名公认的国际私法和公法专家。他还参加了大

量国际法研讨会、研修班和会议并发表演讲。 

2007 年，班达里法官全票当选为印度国际法基金会会长，并持续担任这一职

务。 

班达里法官曾广泛出访各地，其中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加拿大、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西兰、挪威、瑞士、荷兰、

前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泰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比荷卢三国、西班牙、

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芬兰、丹麦、瑞典、斯里兰卡、尼

泊尔、不丹、巴基斯坦、以色列、爱尔兰、迪拜、阿布扎比和马斯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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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在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发言 

班达里法官活跃于国内外的学术领域。他曾在若干国家和国际会议上发言，

其中包括： 

 关于知识产权的主旨演讲 

联合国举办的国际会议 

新西兰奥克兰，2001 年 

 演讲“南亚平等问题司法教育：我们已共同取得哪些成就” 

亚太咨询论坛举办的国际会议 

加德满都，2006 年 3 月 13 日 

 主旨演讲“性别公正和司法宣传概况” 

平等问题司法教育亚太咨询论坛 

巴基斯坦卡拉奇，2008 年 1 月 13 日 

 主旨演讲“知识产权的跨国执法问题” 

第五次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官会议 

华盛顿特区，2009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 

 特别演讲“印度最高法院与公益诉讼” 

西北大学法学院活动 

芝加哥，2009 年 4 月 23 日 

他参加了 2011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六次知识产权法国

际法官会议的审议。 

2013 年，班达尔大法官应加拿大多伦多和约克多所大学之邀发表公开演讲。 

2013 年 12 月，在荷兰外交部和海牙市联合组织下，班达尔大法官在马来西

亚和印度尼西亚发表了一系列演讲。 

在著名大学及各类论坛和会议上发言 

班达尔大法官还曾在许多著名大学和其他重要论坛上发言，分享他对各种法

律相关事项的看法，包括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知识产权、国际法、司法和法律

教育以及公益诉讼等。 

其中包括： 

 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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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际法学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举办的第八届纪念亨利·杜南模拟

法庭竞赛，新德里，2008 年 9 月 11 日 

 特别演说 

《网络法律和信息技术》新书发行仪式，新德里，2009 年 10 月 7 日 

 开幕词 

印度国际法学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举办的第九届纪念亨利·杜南模拟

法庭竞赛，新德里，2009 年 9 月 10 日 

 主旨演讲“第二次法律教育大改革全国协商文件” 

法律和司法部协同德里国家法律大学和印度律师理事会举办的活动，新

德里，2010 年 5 月 1 日和 2 日 

 闭幕词 

旁遮普大学法律研究所和苏拉纳律师所举办的 2009 年 Philiph C. Jessup

国际法模拟案件全国巡回讨论会，昌迪加尔，2009 年 1 月 18 日 

 开幕词“全球经济设想：税务专业人员的作用” 

全印度税务工作者联合会举办的全国税务会议，瓦拉纳西，2009 年 3

月 7 日 

 主旨演讲 

国家法律服务管理局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举办的“司法官、

检察官和警察在贩卖人口犯罪中的司法执行”研讨会，新德里，2008

年 11 月 15 日 

 主旨演讲 

司法机构和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内部国际会议，果阿，2007 年 1 月 20 日 

 主席演讲 

孟买高等法院前杰出首席大法官M. C. Chagla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孟买，

2004 年 

 主旨演讲 

联合国日前夕活动，拉吉巴哈旺，2004 年 10 月 21 日 

 开幕词 

全国杰出院士和教育工作者“受教育权”国家研讨会，新德里，2009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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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 

孟买高等法院举办的“替代式争端解决方式”国际会议，2004 年 

 闭幕词 

首届纪念 Nani Palkhivala 全国税务模拟法庭竞赛，2004 年 12 月 18 日 

 讲话 

法律和司法部举办的“审查印度法律是否正当其时”会议，孟买，2004

年 10 月 21 日 

 主席演说 

“平等司法和法律援助”会议，孟买，2005 年 4 月 3 日 

 特别演讲“替代性争议解决系统” 

普纳地区律师协会活动，2005 年 4 月 21 日 

 演讲“职业道德” 

马哈拉施特拉和果阿律师理事会以及位于普纳的 Bharati Vidyapeeth 大

学，2005 年 6 月 18 日 

 纪念 Shri C. L. Agarwal 百年诞辰演讲 

斋浦尔，2006 年 1 月 29 日 

 开幕词 

马哈拉施特拉和果阿律师理事会举行的全邦律师会议，普纳，2006 年

12 月 9 日 

 特别演讲“诊所式法律教育” 

最高法院律师协会活动，新德里，2007 年 3 月 9 日 

 主旨演讲 

印度律师联合会举行的“司法救助”全印度研讨会，新德里 

 特别演讲“司法机构面临的挑战、法官在司法机构高效运作方面的作用、

判决书撰写和司法道德” 

司法培训与研究院，北方邦勒克瑙，2007 年 8 月 15 日 

 主旨演讲“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的有效作用与《民事诉讼法》第 89 节” 

卡纳塔卡司法学会，班加罗尔，2007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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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词 

印度第十届拉吉·阿南德知识产权模拟法庭竞赛，新德里印度人居中心，

2007 年 8 月 25 日 

 特别演讲 

“增强司法及时性的技巧和工具”全国司法学会北区司法讲习班，新德

里，2007 年 9 月 28 日 

 主旨演讲 

拉贾斯坦邦律师理事会和印度律师理事会举办的“执法：新现法律新趋

势所带来的挑战”全国法律会议，焦特普尔，2007 年 12 月 16 日 

 主旨演讲“模拟法庭竞赛的重要性概览” 

第四届纪念 KK Luthra 全国模拟法庭竞赛，新德里，2008 年 1 月 20 日 

 特别演讲 

德里高等法院法律事务委员会和德里高等法院律师协会举办的“调停中

的事先培训”活动，德里，2008 年 2 月 1 日 

 特别演讲“审查法学院法律教育和法律进修教育” 

印度律师联合会举办的全印度司法改革研讨会，新德里，2008 年 2 月

23 日 

 主旨演讲“报告过程中的职业道德：应注意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最高法院法律事务委员会、印度新闻理事会、印度法律研究所、全国法

律服务管理局和印度编辑协会举办的“法律报告与司法”研习班，2008

年 3 月 30 日 

 特别演讲 

国家法律服务管理局和英迪拉·甘地国立公开大学协同印度新闻理事会

和印度编辑协会举办的“媒体报道庭审程序与司法行政法律通讯员/记

者五日住宿培训班”，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公开大学，2008 年 12 月 8

日  

 开幕词 

拉贾斯坦邦律师理事会举办的法律进修教育与律师学会中心奠基仪式，

焦特普尔，2008 年 12 月 14 日 

 特别演讲“全球化对法律职业的影响” 

最高法院律师协会，新德里，2009 年 1 月 21 日 

 



A/72/183 

S/2017/621  

 

17-12355 (C) 42/68 

 

 

 开幕词 

人权法律网举办的“受教育权”司法研讨会，新德里，2009 年 2 月 21

日 

 开幕词 

电信争端解决和上诉法庭举办的“电信与广播行业解决争端的前景和经

验”研讨会，焦特普尔，2009 年 3 月 1 日 

 特别开幕词 

国际法学会拉贾斯坦邦分会成立典礼，焦特普尔 

 主旨演讲 

国际法学会区域会议，新德里，2009 年 9 月 20 日 

 开幕词 

全印度税务工作者联合会举办的“税务政策与经济发展”全国税务会议，

斋浦尔，2009 年 12 月 19 日 

 主旨演讲“法律职业、法律教育改革和法律进修教育” 

印度律师协会举办的活动，古瓦哈提，2010 年 4 月 3 日 

 主旨演讲“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国家和国际展望” 

拉贾斯坦大学，斋浦尔，2007 年 3 月 24 日 

 主旨演讲 

国家司法学院举办的“公法中新出现的问题”全国研讨会，博帕尔 

 主旨演讲“童工：道德与法律冲突” 

德里法律服务管理局和古鲁大学举办的研讨会，新德里，2007 年 11 月

17 日 

 主旨演讲“医疗执业与医疗事故中的道德” 

印度医疗协会举办的医疗法律会议，古尔冈，2007 年 12 月 9 日 

 特别演讲“印度与美国教育：挑战和机遇” 

德里国家法学院协同美利坚合众国法学院入学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

国际教育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新德里，2008 年 9 月 14 日 

 特别演讲“司法作用和行动主义以及立法和行政机关作出积极回应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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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图书公司举办的“司法回顾：当前矛盾”活动，新德里，2008 年

10 月 25 日 

 闭幕词 

金德尔全球大学和耶什华大学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举办的“恐怖主义、

人类安全和人权”研讨会，新德里，2009 年 1 月 8 日 

 主旨演讲 

斯里沙迪亚赛组织举办的“Maa Easwaramma 日”活动 

新德里，2009 年 5 月 6 日 

 演讲“律师：过去、现在与未来” 

国家法律研究学院，海得拉巴，2010 年 3 月 20 日 

 毕业典礼演讲 

Sampurnanand 梵文大学，北方邦瓦拉纳西 

 毕业典礼演讲 

博帕尔大学，中央邦 

 第一届毕业典礼演讲 

金德尔全球法律大学，哈里亚纳邦索尼帕特 

 毕业典礼演讲 

圣雄甘地瓦拉纳西大学，北方邦瓦拉纳西 

德里大学和贝纳拉斯印度教大学曾邀请班达里法官参与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的论文评审工作。 

2012 年，班达里法官获得著名的 Rao Sinha 奖。他曾在扶轮社、狮子会等许

多慈善组织发表演讲。 

个人信息 

出生日期：1947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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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卡多·特林达德(巴西)  

[原件：英文和法文] 

 

国际法院法官候选人(任期 2018–2027 年) 

1947 年 9 月 17 日出生于巴西贝洛奥里藏特。 

联合王国剑桥大学国际法博士(1977 年)，论文题目“Developments in the Rul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获 Yorke 奖)。 

剑桥大学国际法硕士(1973 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法律学士(民法一

等奖，1969 年)。 

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公法正教授(1978–2009 年)和巴西里奥布朗库外交学院正

教授(1979–2009 年)。 

巴西利亚大学国际法荣誉教授(巴西，2010 年)。乌特勒支大学国际法名誉教

授(国际法庭教授)(2010年)。剑桥大学名誉研究员(悉尼·萨塞克斯学院，2011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讲学，2005 学年(国际公法一般课程，刊印于海牙学院讲义

集第 316 和第 317 卷(2005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讲学，1987 学年(课程刊印于海

牙学院讲义集第 202 卷(1987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二十次对外讲学(波哥大，

1989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二十一次对外讲学(智利圣地亚哥，1991 年)；海牙

国际法学院第二十四次对外讲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95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

第二十七次对外讲学(蒙得维的亚，1998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三十次对外讲学

(墨西哥城，2002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三十三次对外讲学(利马，2005 年)；海

牙国际法学院第三十六次对外讲学(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2008 年)；海牙国

际法学院第三十八次对外讲学(智利圣地亚哥，2011 年)；以美洲人权法庭法官和

美洲人权研究所执行主任身份担任海牙国际法学院第二十四次对外讲学的共同

发起者(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95 年)。曾参加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 1974 年

课程(获颁证书)。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司法委员会举办的国际法年度班讲学(里约热内卢，1981、

1982、1985、1990、1991、1992、1995、1996、1997、2000、2001、2002、2003、

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 和 2014 学年)。 

人权国际研究所年度研究班讲学(法国斯特拉斯堡，1988、1991、1993、1994、

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

2007、2008、2009、2010、2011、2011、2012、2013 和 2014 学年)。斯特拉斯堡

人权国际研究所“Roi Baudouin 基金会”主席。 

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欧洲法学院讲学(国际人权法一般课程，2007 学年，

刊印于 2011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系列丛书)。美洲人权研究所多学科课程讲学(1986、

1989、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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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和 2007 学年)；美洲人权研究所专门课程和研讨会在哥斯达黎加和巴西的学

术协调人；美洲人权研究所在若干国家的讲学授课人。 

安第斯大学客座教授(委内瑞拉梅里达，1981 年和 1982 年)；米兰大学客座

教授(1982 年)；先贤祠-索邦(巴黎第二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客座教授，1988–

1989 年；意大利费拉拉大学客座教授(1983 年和 1986 年)；里斯本大学客座教授(教

职员全体会议选出)(1993 年)；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98 年)；新奥尔良杜兰大

学杜兰法学院客座教授(1999 年)；赛维利亚大学客座教授(2002 年和 2010 年)及

德乌斯托大学客座教授(西班牙毕尔巴鄂)(2002 年)；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客座

教授(2003 年 5 月/6 月、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

2012、2013 和 2014 年)；马德里自治大学/ Ortega y Gasset 基金会客座教授(2006

年起)。 

巴黎第一大学客座教授(先贤祠-索邦，2007 年和 2012 年)；圣母大学客座教

授(2005 年)；米兰天主教大学客座教授(2009 年)；奥斯陆大学客座教授(2010 年)；

巴斯克大学客座教授(圣塞巴斯蒂安，2010 年)；科英布拉大学客座教授(2007 年

和 2014 年)；天主教鲁汶大学客座教授(比利时，2013 年)；拉普拉塔大学客座教

授(阿根廷，2011 年)。 

Yorke 奖，剑桥大学法学院(联合王国，1978 年)因特林达德的国际法博士论

文而颁发给他的奖项(1977–1978 年发表的最佳博士论文)；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

研究所奖章(法国，1988 年)；美洲人权研究所奖章(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97 年)；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奖章(巴西，1999 年)；巴西利亚大学奖章(巴西，1999 年)；

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奖章(巴西，2002 年)；国立圣马科斯大学名誉教授(秘鲁利

马，2001 年)；智利中央大学名誉博士(智利圣地亚哥，2003 年)；秘鲁天主教大

学名誉博士(秘鲁利马，2003 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Isidro Fabela”奖(墨西

哥墨西哥城，2003 年)；巴拉圭美洲大学名誉博士(巴拉圭亚松森，2004 年)；

Brazilian Academy of Judicial Letters 的“Pontes de Miranda”奖(2004 年)；拉普拉

塔国立大学名誉博士(阿根廷拉普拉塔，2005 年)；雅典 Panteion 大学名誉博士(希

腊，2014 年)；罗萨里奥大学名誉客座教授(哥伦比亚波哥大，2005 年)；美国国

际法学会 2007 年度奖(华盛顿特区，2007 年)；哥伦比亚大学“W. Friedmann 纪

念奖”(纽约，2008 年)；Hélder Câmara 一百周年法学家(巴西贝洛奥里藏特，2009

年)；国家人权奖(巴西巴西利亚，2011 年)；法官协会奖(巴西法官协会，2014 年)。 

美洲人权法院院长(1999 年当选，2002 年再次当选)；美洲人权法院副院长

(1997年当选)；美洲人权法院法官(1995年当选，2000年通过口头选举再次当选)；

美洲人权法院前专案法官(两件专案，1990–1994 年)。美洲人权研究所执行主任(全

票通过当选，1994–1996 年)。美洲人权研究所理事会成员(1988–1991 年当选，

1991–1994 年再次全票通过当选，1996 年执行主任任期结束时再次全票通过当选)；

美洲人权研究所对外法律顾问(1991–1994 年)；美洲人权研究所参加联合国世界

人权会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筹备会议代表(1993年)和参加第二届联合国世界

人权会议其他“卫星会议”代表(维也纳，1993 年)；美洲人权研究所出席中美洲

和平与发展会议代表团团长(特古西加尔巴，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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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外交部法律顾问(1985–1990 年)；巴西参加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

间条约法会议代表团副团长(维也纳，1986 年)；巴西参加第二届世界人权会议代

表(维也纳，1993 年)；巴西外交部长驻智利人权问题特使(圣地亚哥，1993–1994

年)；巴西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第二十四届大会代表(巴西贝伦杜帕拉，1994 年)；巴

西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第十四届大会代表(巴西利亚，1984 年)；巴西参加拉丁美洲

议会会议代表(卡塔赫纳和利马，1987 年)；巴西参加孔塔多拉集团和支助小组联

合会议代表(卡塔赫纳，1985 年)；巴西参加联合国技术转让行为守则会议代表团

团长(日内瓦，1983 年)；巴西参加巴西法国划界混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法律顾问

(1981 年)。 

联合国发展权作为人权全球协商联合国专家和讲师(联合国，日内瓦，1990

年)；环境署高级法律顾问小组成员(内罗毕，1990–1992 年)，参加马耳他会议(1990

年)、内罗毕会议(1991 年 1 月和 9 月)、日内瓦会议(1991 年 3 月和 7 月)、北京会

议(1991 年)、里约热内卢会议(1991–1992 年)、内罗毕会议(1992 年 9 月)；联合国

大学国际环境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1984–1987 年)，参加海牙会议(1984 年)、

里约热内卢会议(1985 年)、斯特拉斯堡会议(1986 年)、印度果阿会议(1987 年)。 

开发署拉丁美洲国家驻外办事处现代化咨询项目顾问(智利、巴西、多米尼

加共和国、墨西哥、危地马拉(1988 年))；环境署制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环境法律

项目顾问(1992 年)；和平委员会法学家小组成员，负责起草南美洲和平区条约第

一稿(巴西利亚，1989 年 8 月；蒙得维的亚，1990 年 6 月)。 

美洲国家组织尼加拉瓜问题法学家委员会成员(实况调查，1993–1994 年)。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进程最后评估高

级法律顾问委员会成员(墨西哥城，1994 年)；欧洲委员会 1995 年明斯克人权公

约案件法律顾问(1995 年)；难民署《卡塔赫纳难民宣言》十周年、二十周年和三

十周年协商法律顾问(1994、2004 和 2014 年)。 

教科文组织和平权作为人权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参加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会

议(1997 年 2 月)和挪威奥斯陆会议(1997 年 6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习惯法项目研究负责人(1997 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2006–

2008 年)。 

《巴西国际法学报》主任(季刊；1985 年起任主任)；《巴西人权学报》共同

主任(2001 年起)；《国际法材料》巴西编辑(华盛顿/美国国际法学会，1981–2012

年)；巴西司法部“Arquivos 评论”编辑委员会成员(1987–2002 年)；《巴西国际

政治学报》编辑委员会成员(1993 年起)；巴西圣保罗大学“国际通讯”编辑委员

会成员(1997 年起)。 

海牙国际法学院理事会成员(2004 年起)；国际法研究所成员(1997 年起)；当

选国际法学会人权法执行问题委员会成员(伦敦)；当选国际环境法理事会成员(波

恩)。美洲人权研究所和国际人权研究所(圣何塞和斯特拉斯堡)理事会成员(当选

并再次当选)；当选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成员(圣雷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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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国际法学会终身会员；阿根廷国际法协会副会员；当选法国国际法协会

会员；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终身会员(1994 年当选)、前报告员(1996 年)；美国

国际法学会会员；英国国际和比较法研究所会员和印度国际法协会会员；海牙国

际法学院学员和院友协会会员。亚太人权研究会咨询委员会成员(新德里，1998

年)；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成员(伦敦，1997 年)；国际法院和法庭项目指导委员会

成员(纽约/海牙，1998–2001 年)。 

巴西人权研究所名誉主席；巴西律师协会成员；巴西利亚大学荣誉教授(连

续多年获学生选举当选，1979–2014 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天主教大学荣誉教授

(学生选举，2002 年)，以及巴西库里蒂巴 Tuiuti 大学荣誉教授(学生选举，2002

年)；里奥布朗库外交学院荣誉教授(1999 年和 2006 年)。 

Academia Mineira de Letras Jurídicas 成员；Academia Brasileira de Letras 

Jurídicas 成员。 

著有 52 本书籍和大约 680 篇研究专著，关于国际法的书籍、论文和文章以

多种语言在若干国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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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格林伍德(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国际法院法官(自 2009 年 2 月 6 日起)。 

2002 年荣获圣米迦勒和圣乔治三级爵士勋章 

2009 年因从事国际公法事务而获得爵士爵位。 

1976 年获得剑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文学学土(法律)一级荣誉学位(1981 年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77 年获得法学学士/ 法学硕士(国际公法)一级荣誉学位。

1976 年获得阿诺德·麦克奈尔奖学金。1977 年获得休厄尔奖学金。 

1978－1996 年任剑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研究员；自 2009 年起任荣誉研究员。 

1981－1996 年任剑桥大学法学院讲师。 

1996－2009 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04 年至 2006 年任系主任)。 

1978 年获得中殿律师学院大律师资格；2003 年任英国四所律师学会主管委

员。 

1999 年荣升御用大律师。 

1984－2009 年在伦敦大律师公会执业。 

海洋法条约仲裁员小组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成员。 

常设仲裁法院英国国家仲裁组成员。 

以国际法院法官身份参与 

起诉或引渡的义务(比利时诉塞内加尔)，2009年 5 月 26 日的命令(临时措施)，

《200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9 页。 

关于航行及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09 年 7 月 13 日的

判决，《200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13 页。 

乌拉圭河沿岸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2010 年 4 月 20 日的判决，《2010 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4 页[个别意见，第 221 页]。 

国家的管辖豁免权(德国诉意大利)，2010 年 7 月 6 日的命令，《2010 年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第 310 页[与基思法官的联合声明，第 323 页]。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2010 年 7 月 22 日的咨询意见，

《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03 页。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判决，《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39页[与基思法官的联合声明，

第 7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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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1 年 3 月

8 日的命令(临时措施)，《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 页[声明，第 46 页]。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格鲁吉亚诉俄罗斯联邦)，2011

年 4 月 1 日的判决(初步反对意见)，《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70 页[个别

意见，第 323 页]。 

国家的管辖豁免权(德国诉意大利，希腊介入)，2011 年 7 月 4 日的命令(希腊

申请介入)，《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94 页。 

申请解释 1962 年 6 月 15 日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所作判决案，2011 年

7 月 18 日的命令(临时措施)，《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37 页。 

1995 年 9 月 13 日《临时协议》的适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希腊)，

2011 年 12 月 5 日的判决，《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44 页。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针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出的指控所作第 2867 号

判决案，2012 年 2 月 1 日的咨询意见，《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 页[声

明，第 94 页]。 

国家的管辖豁免权(德国诉意大利，希腊介入)，2012 年 2 月 3 日的判决，《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9 页。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2012 年 6 月

19 日的判决(赔偿)，《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24 页[声明，第 390 页]。 

起诉或引渡的义务(比利时诉塞内加尔)，2012 年 7 月 20 日的判决，《2012 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22 页。 

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2012 年 11 月 19 日的判决，《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24 页。 

边境争端(布基纳法索诉尼日尔)，2013 年 4 月 16 日的判决，《2013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44 页。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3 年 4 月

18 日的命令(反诉)，《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00 页。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3 年 7 月

16 日的命令(临时措施)，《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30 页。 

申请解释 1962 年 6 月 15 日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所作判决案，2013 年

11 月 11 日的判决，《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81 页。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3 年 11

月 22 日的命令(临时措施)，《2013 年国际法院案件汇编》，第 354 页。 

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2013 年 12 月 13 日的

命令(临时措施)，《2013 年国际法院案件汇编》，第 3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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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没收和扣押某些文件的问题(东帝汶诉澳大利亚)，2014 年 3 月 3 日的命

令(临时措施)，《2014 年国际法院案件汇编》，第 147 页[反对意见，第 194 页]。 

南极捕鲸(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介入)，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判决，《2014

年国际法院案件汇编》，第 226 页[个别意见，第 405 页]。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2015 年 2 月

3 日的判决，《2015 年国际法院案件汇编》，第 3 页。 

协商太平洋出海口的义务(玻利维亚诉智利)(初步反对意见)，2015 年 9 月 24

日的判决。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沿圣胡安河修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2015 年 12 月 16 日的判决[与托姆卡、

塞布廷德和杜加尔德法官的联合声明]。 

关于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在尼加拉瓜沿海 200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尼加

拉瓜诉哥伦比亚)(初步反对意见)，2016 年 3 月 17 日的判决。 

指控侵犯主权权利和加勒比海海洋空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初步反对意

见)，2016 年 3 月 17 日的判决。 

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谈判有关的义务(马绍尔群岛诉印度)，2016 年 10

月 5 日的判决。 

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谈判有关的义务(马绍尔群岛诉巴基斯坦)，2016

年 10 月 5 日的判决。 

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谈判有关的义务(马绍尔群岛诉联合王国)(初步

反对意见)，2016 年 10 月 5 日的判决。 

豁免和刑事诉讼(赤道几内亚诉法国)，2016年12月7日的命令(临时措施)。 

印度洋海洋划界(索马里诉肯尼亚)(初步反对意见)，2017年2月2日的判决。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的适用(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申请临时措施(截止 2017 年 3 月 20 日仍在审

议中)。 

从 2009 年至今任预算和政策问题委员会委员。 

从 2009 年至 2012 年任规则委员会委员。 

从 2015 年至今任信息技术委员会主席。 

仲裁 

拥有广泛的国际公法案件仲裁经验，包括参与以下案件仲裁： 

玉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诉墨西哥合众国，《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46 卷，第

581 页(2008 年)[主席]； 



 

A/72/183 

S/2017/621 

 

51/68 17-12355 (C) 

 

欧洲媒体投资公司诉捷克共和国(2009 年)，2009 年 7 月 8 日的裁决，可参见

www.italaw.com； 

Azpetrol 诉阿塞拜疆(2009 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第 06/15 号仲裁； 

欧洲美国投资银行诉斯洛伐克共和国(2012 至 2014 年)，2012 年 10 月 22 日

和 2014 年 6 月 7 日关于管辖权的裁决以及 2014 年 8 月 20 日关于费用的裁决，

可参见 www.italaw.com [主席]； 

查戈斯海洋保护区(毛里求斯诉联合王国)，2015 年 3 月 18 日的裁决，《剑桥

国际法报告》第 162 卷，第 1 和第 59 页。 

以委托人辩护律师身份出庭(1992 至 2009 年) 

国际法院 

因洛克比空难而产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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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4 日的命令(临时措施)，《199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3 页；1998 年 2 月 27 日的判决，第 9 页(联合王国的辩护律师)。 

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世界卫生组织的申请)，1996 年 7 月

8 日的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6 页(联合王国的辩护律师)。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联合国大会的申请)，1996 年 7 月 8 日

的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联合王国的辩护律师)。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联合王国)，1999 年 6月 2 日的命令(临时措施)，

《199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26 页；2004 年 12 月 15 日的判决，《2004 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07 页(联合王国的辩护律师)。 

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2002 年 7 月 10 日的

命令(临时措施)，《200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19 页和 2006 年 2 月 3 日的

判决，《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 页(卢旺达的辩护律师)。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上的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

2007 年 10 月 8 日的判决，《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59 页(洪都拉斯的

辩护律师)。 

其他国际法院和法庭 

班科维奇诉比利时等(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23 卷，

第 94 页(2001 年)(联合王国的辩护律师)。 

金斯利诉联合王国(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第 35605/97 号案(2002 年)(金斯

利的辩护律师)。 

阿齐纳斯诉塞浦路斯(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第 56679/00 号案(2004 年)(阿

齐纳斯的辩护律师)。 

http://www.italaw.com/
http://www.ita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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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就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的申请)诉交通国务秘书(欧洲共同体法院，大

法庭)，《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42 卷，第 89 页(2008 年)(油轮船东协会的辩护律

师)。 

卡迪诉欧洲联盟理事会(欧洲共同体法院，大法庭)，《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49 卷，第 341 页(2008 年)(联合王国的辩护律师)。 

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剑桥国际法报告》

第 139 卷，第 449 页(2006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辩护律师)。 

圭亚那诉苏里南(《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39 卷，第

566 页(2007 年)(苏里南的辩护律师)。 

SGS 诉菲律宾共和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29

卷，第 444 页(2004 年)(菲律宾的辩护律师)。 

Impregilo SpA 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第

ARB/03/3 号仲裁；2005 年 4 月 22 日的裁决(巴基斯坦的辩护律师)。 

Bayindir Insaat Turizm Ticaret Ve Sanayi AS 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第 ARB/03/29 号仲裁；2005 年 11 月 14 日的决定和 2009 年 8

月 27 日的裁决(在 2008 年结束审理)(巴基斯坦的辩护律师)。 

洛文集团诉美利坚合众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 11 章)，《剑桥国际法报

告》第 128 卷，第 334 页(2001 年)(专家证人)。 

参加的其他仲裁以及在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的出庭情况。 

国内法院 

R.诉弓街治安法官，皮诺切特单方审查程序(第 1 次审查)[2000 年] 1 AC 147；

《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19 卷，第 50 页(英格兰，上议院)(西班牙的辩护律师)。 

R.诉弓街治安法官，皮诺切特单方审查程序(第 3 次审查)[2000 年] 1 AC 147；

《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19 卷，第 135 页(英格兰，上议院)(西班牙的辩护律师)。 

荷兰诉 Lampen-Wolfe [2000 年]1 WLR 1573；《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19 卷，

第 367 页(英格兰，上议院)(Lampen-Wolfe 先生的辩护律师)。 

科威特航空公司诉伊拉克航空公司[2002 年] 2 AC 883；《剑桥国际法报告》

第 125 卷，第 602 页(英格兰，上议院)(科威特航空公司的辩护律师)。 

R(欧洲罗姆人权利中心)诉移民干事[2005 年] 2 AC 1；《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31 卷，第 652 页(英格兰，上议院)(国务秘书的辩护律师)。 

琼斯诉沙特阿拉伯[2007 年] 1 AC 270；《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29 卷，第 713

页(英格兰，上议院)(以介入者身份出庭的国务秘书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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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l-Skeini)诉国务秘书[2008 年] 1 AC 153；《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33 卷，

第 693 页(英格兰，上议院)(国务秘书的辩护律师)。 

R (Al-Jedda)诉国务秘书[2008 年] 1 AC 332；《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37 卷，

第 287 页(英格兰，上议院)(国务秘书的辩护律师)。 

厄瓜多尔共和国诉西方石油勘探与生产公司。《剑桥国际法报告》第 138 卷，

第 92 页(英格兰，上议院)(西方石油勘探与生产公司的辩护律师)。 

在英国法院参加的其他案件。也以辩护律师身份参加百慕大和直布罗陀案，

并以专家身份参加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案。 

出版物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第 51 至第 168 卷(联合编辑，已故 Elihu Lauterpacht

爵士负责第 82 至第 167 卷)；第 169 至第 172 卷在印。 

Essays on War in International Law (2006)。 

Command and the Laws of Armed Conflict (1993)。 

The Kuwait Conflict(合编，1991 年)。 

‘State Contra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58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2) 27-81. 

‘The Relationship of Ius ad Bellum and Ius in Bello’ 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3) 221-234. 

‘The Concept of War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36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87) 283-306。 

‘Self-Defence and the Conduct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 Y. Dinstein 

(编辑) International Law at a Time of Perplexity (克鲁沃学术出版社，1989 年) 

273-288。 

‘Twilight of the Law of Belligerent Reprisals’ 20 Netherlands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9) 35-69. 

‘Terrorism and Protocol I’ 19 Israel Year Book of Human Rights (1989) 187-208.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E. Playfair(编

辑)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2 年)241-266. 

The Customary Law Status of the 1977 Additional Protocols’ in A. Delissen and 

G. Tanja(编辑)Humanitarian Law of Armed Conflicts (Martinus Nihjoff, Dordrecht，

1991 年), 9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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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orld Order or Old?  The Invasion of Kuwait and the Rule of Law’ 55 

Modern Law Review (1992) 153-178.  

Chapters 1 and 2 in D. Fleck(编辑)Handbuck des Humanitaren Volkerrechts in 

bewaffneten Konflikten (1994) 1-55;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D. Fleck(编辑)The 

Handbook of Humanitarian Law in Armed Conflicts(牛津大学，1995 年；第二版，

2008 年)。 

‘Consider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Hugh Mercer) in B. Eichengreen and 

R. Portes (编辑)，Crisis?  What Crisis? Orderly Workouts for Sovereign Debtors 

(1995), 103-117. 

‘The United Nations as Guarantor of International Pace and Security 1945-95:  

A United Kingdom View’ in C. Tomuschat(编辑)The United Nations at Age Fifty:  A 

Legal Perspective (1996) 59-76.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A.V. Lowe and M. 

Fitzmaurice(编辑)，Fifty Yea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96) 373-388.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Tadic Case’ 7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265-283. 

‘Protection of Peacekeepers:  The Legal Regime’ 7 Duk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185-207. 

‘The Advisory Opinion on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7 Int.Rev.of the Red Cross 

(1997) 65-75 

‘A Critique of the Protocols’ (on the 1977 Additional Protocols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in Durham and McCormack(编辑)，The Changing Face of Conflict and 

the Effic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Kluwer, 1999), pp. 3-22.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发展”，《联合国法

律年鉴》(1998 年)第 2 章，第 97 至第 140 页。 

“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联合国军事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年鉴》(1998

年)第 1 章，第 3 至第 34 页。 

‘The Law of Weaponry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Millenium’, in L.C. Green and M. 

Schmitt(编辑)，Into the Millenium: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1999), pp. 185-232。 

‘Rights at the Frontier: Protecting the Individual in Time of War’, in Rider(编

辑)Law at the Centre(1999); the 50th Anniversary Lectures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p. 27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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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受荷兰政府委托出版的

《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报告》，在 F Kalshoven 出版(编辑)The Centennia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Kluwer, 2000), pp. 161-259。 

‘War,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Current Legal Problems, 2003 (Oxford), 

pp. 505-530.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chapter in M. Evans(编辑)，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2003 and 2007)). 

‘Comman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Hadzihasanovic decision’ 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2004) 598-605.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cisions of National Courts’ in Fitzmaurice and 

Sarooshi( 编 辑 )Issue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befor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2004) 55-74. 

Gowland-Debbas 中关于联合王国的章节(编辑)，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2004) 581-604。 

‘The Legality of the Use of Force’ in Bothe, O’Connell and Ronzitti(编

辑)Redefining Sovereignty(2005) pp 387-416. 

‘The Caroline’, in Wolfrum(编辑)，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 vol. I, pp. 1141-1143. 

‘Self-Defence’, in Wolfrum(编辑)，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 vol. IX, pp. 103-112.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 Conflict or Convergence’ 43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 pp. 491-512.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17 UC 

Dav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 pp. 233-252. 

‘Som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1 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12) pp. 7-22. 

‘Judicial Integrity and the Advi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G. Gaja and J. Grote Stoutenberg(编辑)Enhancing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014), pp. 63-74. 

‘Unit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Andenas and Bjorge(编辑)Farewell 

to Fragmen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7-55.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O. 

Elias and C. Jalloh(编辑)，Essays in Honour of Abdul Koroma (Brill, 2015), pp. 

26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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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Most Favoured Nation Clause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 D. Caron (编辑)Practising Virtue(2015), essays in honour of Charles 

Brower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Context’, in Cheng Chia-Jui(编辑)，A New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pp. 312-329.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National Courts’ in Maluwa, Tladi 

and du Plessis (编辑)，The Pursuit of a Brave New World in International Law (2017),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Dugard,  pp. 193-211., pp. 556-564. 

‘Applying International Law: Norms, Equity, Proportionality and Reasonableness’ 

to be published in Receuil de cours,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劳特派特讲座：“Aspects of State Immunity”，2015 年 1 月，拟由剑桥大学出

版社出版。 

为《适用于海上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圣雷莫手册》(1995 年)撰稿。 

《武装冲突法手册》(联合王国，2004 年)顾问。 

约 50 篇较短的文章和书评。 

在学术团体和编委会的任职情况 

英国国际和比较法学会副会长。 

国际法学会会员。 

美国国际法协会会员。 

亚洲国际法协会会员。 

欧洲国际法协会会员。 

国际法协会会员 

国际人道主义法系列(Martinus Nijhoff)联合编辑。 

英国国际法年鉴编委会成员。 

剑桥国际和比较法研究编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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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夫·萨拉姆(黎巴嫩)  

[原件：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个人情况： 

黎巴嫩公民 

1953 年 12 月 15 日出生于贝鲁特 

与 Sahar Baassiri 结婚 

教育： 

获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1992 年) 

获哈佛法学院法律硕士、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1 年) 

获贝鲁特黎巴嫩大学法学士(1984 年) 

获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1979 年) 

获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进修证书(1979 年) 

获巴黎社会学高级研究学院证书(1974 年) 

个人经历： 

外交： 

自 2007 年 7 月起任黎巴嫩驻纽约联合国大使兼常驻代表 

在 2010 年至 2011 年期间，以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身份代表黎巴嫩出席

安理会会议，任期两年，并在 2010 年 5 月和 2011 年 9 月期间两次担任安理会轮

执主席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副主席(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并在 2013

年 7 月任大会代理主席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代表黎巴嫩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 

黎巴嫩出席气候变化首脑会议代表团团长(2015 年，巴黎)；黎巴嫩出席发展

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代表团团长(2015 年，亚的斯亚贝巴)；黎巴嫩出席南南合作和

三方合作高级别会议代表团团长(2015 年，达卡)；黎巴嫩出席南美洲－阿拉伯国

家首脑会议代表团成员(2012 年，利马)；黎巴嫩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代表

团成员(201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肯尼亚外

地特派团成员(2011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乌干达和苏丹外地特派团成员(2010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阿富汗外地特派团成员(2010 年)；黎巴嫩出席不结盟运动

部长级会议代表团团长(2009 年，哈瓦那)；黎巴嫩出席气候变化首脑会议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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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2009 年，哥本哈根)；黎巴嫩出席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代表团成员(2008

年，达喀尔) 

私法实践： 

律师，贝鲁特律师协会会员：1984 年至 1989 年和 1992 年至 2007 年期间在

黎巴嫩贝鲁特和 1989 年至 1992 年期间在美国波士顿任何多个国际和国内公共和

私人机构的法律顾问和代表。主要实践领域：一般诉讼；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

国际交易 

学术活动： 

贝鲁特美国大学政治研究和公共管理系主席(2005 年至 2007 年)、副教授

(2003 年至 2007 年)、讲师(1992 年至 2003 年、1985 年至 1989 年)、哈佛法学院

访问研究员(1989 年至 1990 年) 

巴黎索邦大学伊斯兰现代史中心副研究员(1984 年至 1985 年)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访问学者(1981 年至 1982 年) 

巴黎索邦大学讲师(1979 年至 1981 年) 

教授的相关课程包括：国际法入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专题、国际关系调查、

国际法与外交高级学术研讨班、国际法研究生学术研讨班、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

生学术研讨班、国际环境法研究生学术研讨班、国际法研究生指导 

其他活动： 

黎巴嫩国家选举法委员会委员兼报告员，负责起草新的黎巴嫩《选举法》

(2005 年至 2006 年)；黎巴嫩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委员(2000 年至 2004 年)；黎

巴嫩社会经济理事会执行局成员(1999 年至 2002 年) 

出版物： 

撰写了很多书籍、论文和文章，包括国际法、宪法、选举法和伊斯兰法领域

内以及关于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的若干作品。其中包括： 

编者和投稿者[导言]：Lebanon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2010-2011, (in Arabic), 

Dar Al Saqi, Beirut, 2012 

“Taif’s Dysfunctions and the Need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Youssef 

Choueiri, Breaking the Cycle, Stacey International, London, 2007 

编者和投稿者[章节：“La Crise de la Ligue Arabe”]：Le Moyen-Orient à 

l’Epreuve de l’Irak, Actes-Sud/Sindbad, Paris, 2005 

编者和投稿者 [章节： “Reforming the Electoral Syste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ptions for Lebanon, I.B.Tauri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阿文版

由 Dar Annahar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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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Karim Makdisi 合著，“What Possible Role for the United Nations in Iraq? 

Preliminary Thoughts in Light of Previous UN Peace Operations in Cambodia, 

Kosovo, East Timor, and Afghanistan”in Iraq and the Region after the War:Issu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Arabic), UN/ESCWA, Beirut, 2004, pp. 

275-301 

L’accord de Taif, un réexamen critique, Dar Annahar, Beyrouth, 2003 

Civil Society in the Arab World, Islamic Legal Studies Program, Harvard Law 

School, Occasional Publications, Cambridge, 2002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between Text and Practice” (in Arabic) in 

Ab’ad 5, June 1996, pp. 90-94 

与 Philipp D. O'Neill, Jr.合著，“Is the exceptio non adimpleti contractus part of 

Lex Mercatoria?” in Emmanuel Gaillard (ed.), Transnation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Paris, 1993, pp. 147-159 

“The Emergence of Citizenship in Islamdom” in Arab Law Quarterly, vol. 12, 

part 2, 1997, pp. 125-147 (Reprinted in John W. Jandora, States Without Citizens,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estport and London, 2008. pp. 67-91; french version 

in La condition libanaise. Communautés, citoyen, Etat; suivi de: La citoyenneté en 

pays d’Islam) 

“Between Repatriation and Resettlement: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Lebanon” i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XXIV/1, n° 93, 1994, pp. 18-27 (french version in 

Revue d'Etudes Palestiniennes [53] 1, automne 1994; Arabic version in Majallat 

al-Dirasat al-Falastiniyya, n° 19, summer 1994; german version in Palästinenser im 

Libanon, Palästinensische Flüchtlinge und der Friedensprozeß, April 2002) 

参与的特别项目： 

特别选举法委员会 2006 年 6 月向黎巴嫩政府提交的《选举法》草案共同起

草人；特别选举法委员会相关报告的主要起草者及其十九卷附件的编者 

公开座和演讲：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纽约国际和平研究所(2015 年)/耶稣大学法学院(2014 年)/纽约大学(2013 年)/

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1994 年和 2012 年)/摩洛哥拉巴特大学(2012 年)/哈佛大学肯

尼迪政府学院(1982 年和 2010 年)/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2003 年和 2006 年)/黎巴

嫩巴拉曼大学(1993 年、1996 年和 2006 年)/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1995 年、2001

年和 2005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文化中心(2004 年)/德国弗赖堡大学

(1989 年和 2003 年)/埃及开罗大学(2003年)/德国美因茨大学(2002年)/黎巴嫩萨格

斯大学(2002 年)/巴黎哈佛大学法学院世界校友会(2001 年)/牛津大学(1994 年、

http://www.amazon.de/Pal%C3%A4stinenser-Libanon-Pal%C3%A4stinensische-Fl%C3%BCchtlinge-Friedensproze%C3%9F/dp/3860931342/ref=sr_1_3/028-6281920-0590962?ie=UTF8&s=books&qid=1178429300&sr=8-3
http://www.amazon.de/Pal%C3%A4stinenser-Libanon-Pal%C3%A4stinensische-Fl%C3%BCchtlinge-Friedensproze%C3%9F/dp/3860931342/ref=sr_1_3/028-6281920-0590962?ie=UTF8&s=books&qid=1178429300&sr=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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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和 1999 年)/约旦舒曼基金会(1997 年和 1999 年)/麻省理工学院(1991 年和

1996 年)/波士顿大学(1996 年)/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5 年)/巴黎索

邦大学(1980 年、1981 年、1985 年和 1992 年)/耶鲁大学(1991 年)/哈佛大学中东

事务中心(1991 年)/华盛顿特区美国和平研究所(1990 年)/哈佛大学法学院(1990

年)/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1989年)/伦敦大学(1988年)/华盛顿特区美

国企业研究所(1984 年)/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1982 年和 1986 年) 

语言： 

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 

勋章： 

法国退伍军人荣誉勋章 



 

A/72/183 

S/2017/621 

 

61/68 17-12355 (C) 

 

阿布杜勒卡维·艾哈迈德·优素福(索马里)  

[原件：英文和法文] 

 

自 2015 年 2 月起任国际法院副院长 

自 2009 年 2 月起任国际法院法官 

任国际法院关于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吉布提诉法国)一案的专案法官

(2007 年至 2008 年) 

国际法学会会员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小组成员 

坦桑尼亚阿鲁沙非洲国际法学会创始人 

《非洲国际法年鉴》创办人兼总编(第 1 至第 21 卷，1993 年至 2016 年) 

关于国际法各个方面的众多出版物的作者和(或)编者 

教育 

ͻ 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政治学博士(国际法)(1980 年) 

ͻ 获索马里国立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法律博士)(1973 年) 

ͻ 获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证书(1974 年) 

ͻ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攻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1976 年至

1977 年) 

荣誉学位 

ͻ 联合王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律博士(荣誉学位) 

ͻ 印度卡林噶工业学院法律博士(荣誉学位) 

语言 

ͻ 英语(熟练)、法语(熟练)、意大利语(熟练)、阿拉伯语(精通)和索马里语(母

语) 

参加的学校组织 

ͻ 《非洲国际法年鉴》创办人兼总编(第 1 至第 21 卷，从 1993 年至 2016

年印发) 

ͻ 日内瓦国际法协会会员(1999 年、2003 年至今) 

ͻ 国际商业仲裁理事会(商业仲裁理事会)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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ͻ 法国国际法协会理事会会员 

ͻ 《法国国际法年鉴》编委会成员 

ͻ 坦桑尼亚阿鲁沙非洲国际法学会创始人 

ͻ 世界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 

ͻ 中国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ͻ 海牙国际司法研究所咨询委员会委员 

ͻ 海牙和平与司法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 

ͻ 非洲国际法协会咨询委员会创始委员兼委员 

ͻ 常设仲裁法院财务援助基金董事会成员 

ͻ 开罗区域国际商业仲裁中心董事会成员 

ͻ 《亚洲国际法年鉴》编辑咨询委员会委员 

ͻ 非洲国际法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ͻ 自 1974 年起任索马里最高法院律师 

曾经参加的专业活动 

ͻ 国际法院关于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吉布提诉法国)一案的专案法官

(2007 年至 2008 年) 

ͻ 常设仲裁法院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庭庭长及解决投资争端国

际中心废止委员会主席或委员 

教科文组织 

ͻ 国际标准和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法律顾问(2001年3月至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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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 

ͻ 助理总干事兼非洲事务特别顾问(1998 年 3 月至 2001 年 2 月) 

工发组织 

ͻ 法律部主任兼法律顾问(1994 年 8 月至 1998 年 3 月) 

贸发会议 

ͻ 纽约办事处主任兼代表(1992 年 7 月至 1994 年 7 月)；纽约联合国最不

发达国家行动纲领高级联络干事(1992 年 7 月至 1994 年 7 月) 

贸发会议 

ͻ 日内瓦贸易和技术方案法律政策科科长(1988 年 7 月至 1992 年 6 月) 

曾经担任的学术职位和曾经参加的学术活动 

ͻ 日内瓦大学法学院助教(1981 年至 1983 年) 

ͻ 索马里国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讲师(1974 年至 1980 年)和公法系主席

(1976-1978 年) 

ͻ 任以下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国际公法客座讲师： 

 意大利锡耶纳大学 

 发展研究生院 

 佛罗伦萨大学(意大利) 

 米兰－博科尼大学(意大利) 

 罗马国际发展法学会(意大利) 

 都灵大学(意大利) 

 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区域国际法课程(埃塞俄比亚)，2011 年至 2017

年 

 为阿拉伯国家举办的国际法研讨班，开罗(埃及)，2015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荷兰)，2012 年 

 萨洛尼基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希腊)，2004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训研所国际法研究金方案(荷兰)(1987 年至 1993

年) 

(以政府代表身份)参与多边谈判的经历 

ͻ 出席联合国海洋法第三次会议的索马里代表(1975 年至 1981 年) 

ͻ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索马里代表(1975 年和 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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ͻ 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索马里代表团成员(1974 年) 

(以国际官员身份)担任多边谈判和机构的顾问 

ͻ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法律顾问(2001 年至

2009 年) 

ͻ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和大会法律顾问(2001 年至 2009 年) 

ͻ 任教科文组织以下公约谈判的法律顾问：《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

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1 年至 2006 年) 

ͻ 工发组织工业发展理事会和大会法律顾问(1994 年至 1998 年) 

ͻ 国际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法律顾问(意大利的里雅斯特)(1994 年至

1997 年) 

ͻ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专家顾问(1990 年至 1991 年) 

ͻ 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专家顾问和

贸发会议代表(1989 年至 1991 年) 

ͻ 贸发会议《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草案谈判专家顾问(1982 年至 1985

年) 

出版物 

书籍 

ͻ Panafricanism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hors collection, 2017 

ͻ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Trips Agreement (ed. 

with C. Correa), 3
r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6) 

ͻ Pan-African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Brill, Nijhoff, 2014 

ͻ L’Union africaine : cadre juridique et institutionnel. Manuel sur 

l'organisation panafricaine (ed. with F. Ouguergouz), Paris : Pedone, 2013 

ͻ The African Union: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 Manual on the 

Pan-African Organization (ed. with F. Ouguergouz), Leiden: Nijhoff, 2012 

ͻ Standard setting in UNESCO/L’action normative à l’UNESCO (ed.), Vol. I 

& 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and Leiden: Nijhoff, 2007 

ͻ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TRIPS Agreement (ed. 

with C. Correa),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
st
 edition, 1998, 2

nd
 

editi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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ͻ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Origins and Aftermath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gotiations on a Draft Code of Conduct(与 S.J. Patel 和

P. Roffe 合编)，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ͻ Legal Aspects of Trade P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States: A study in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 Needs 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文章和书籍章节 

ͻ “Unconstitutional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Law of Africa: 

Outlawing of Coups d’Etat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in The Pursuit of a 

Brave New World in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Dugard, 

(编辑：Tladi、Maluwa 和 du Plessis)，2016 年 

ͻ « L’Etat, le Coup d’Etat et l’Union Africaine »;  Actes de la journée 

d’études en l’honneur de Pierre Michel Eisemann, Paris : Pedone, 2016 

ͻ “The Emergence of an African Public Law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2013-2014, pp. 141-155 

ͻ “Was There Something Missed in the Decolonization Process in Africa?” in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2013-2014, pp. 217-22 

ͻ “Precedent & Jurisprudence Constante (AE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2/17)” (with G. Yusuf) in 50
th

 Anniversary of ICSID: An Overview 

of Landmark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ses(编辑 M. Kinnear)，2015

年 

ͻ “The Public Law of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Law: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编辑：Charles Chernor Jalloh & Olufemi Elias，

2015 年) 

ͻ “From Reluctance to Acquiescence: The Evolving Attitude of African States 

towards Judicial and Arbitra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Vol. 28, pp. 605-621 

ͻ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Rights in the African Charter 

and in the Case Law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in F. Lenzerini and A.F. Vrdoljak (编辑)，International Law for 

Common Goods: Normative Perspectives on Human Rights, Culture and 

Nature, Oxford: Hart, 2014 

ͻ “Is there an African Uti Possidetis Juris?”, Zanzibar Yearbook of Law,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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ͻ “Diversity of Legal Tra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Keynote Address”, 

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2, Issue 4, 

2013 

ͻ « La Corne de l'Afrique, Fragmentation ou Intégration ? », Aquilon: Revue 

en ligne de l’Association des internationalistes, No. 9, February 2013 

ͻ “Shepherding the Conclusion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e 

Role of the Chairperson in the Negotiations on Cultural Diversity”, in T. 

Maluwa(编辑)，Law, Politics and Rights: Essays in Memory of Kader 

Asmal, Leiden: Nijhoff, 2013 

ͻ “Human Rights: 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 EUI Working Papers: 

Academy of European Law, Distinguished Lectures of the Academy, AEL 

2013/1 

ͻ « L’influence des Etats africains sur la formation des règles relatives à la 

zone économique exclusive » , in M. Kamga, M.M. Mbengue(编辑)，« 

L'Afriqu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vari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 Liber Amicorum Raymond Ranjeva/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aris: Pedone, 2013 

ͻ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Law: From Collective Rights to Individual Rights”, in A. Di Stefano, 

R. Sapienza(编辑)，La tutela dei diritti umani e i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XVI 

Convegno, Catania, 23-24 giugno 2011, Naples:  Editoriale Scientifica, 

2012 

ͻ “The Role That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can Play in 

the Current World Community”, in A. Cassese(编辑)，Realizing Utopia: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ͻ “Walking the Road He Paved: A Tribute to Antonio Cassese”(编辑：

G. Acquaviva 和 G. Pinzauti)，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10, Issue 5, 2012 

ͻ “The Notion of ‘Armed Attack’ in the Nicaragua Judg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Case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5, 

2012 

ͻ “The Emergence of Judicial Institutions for Inte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Africa”,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2011-2012 

ͻ “Article 1: Defi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F. Francioni、F. Lenzerini(编

辑)，“The 1972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72/183 

S/2017/621 

 

67/68 17-12355 (C) 

 

ͻ “La nozione di ‘Beni Culturali sotto Protezione Rafforzata’ e il ruolo dei 

Comitati dell’UNESCO per la protezione del patrimonio culturale: dalla 

Convenzione del 1972 al Secondo Protocollo del 1999” (with 

L. Cavicchioli), in P. Benvenuti and R. Sapienza, La Tutela Internazionale 

dei Beni Culturali nei Conflitti Armati, Milan: Giuffré, 2007 

ͻ “UNESCO Standard setting Activities on Bioethics: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in F. Francioni(编辑)，Biotechnolog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xford: Hart, 2007 

ͻ « La coordination des actions dans le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 in 

R. Chemain and A. Pellet (编辑)，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nstitution 

mondiale ?, Paris : Pedone, 2006 

ͻ “Cultural Rights as Collective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K. Koufa,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International Law Session, 

Thessaloniki Institut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hens: Sakkoulas, 2006 

ͻ “The UNESCO Declarations on Bioethics: Emerging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an International Biolaw”, in N. Boschiero(编辑)，Bioetica e 

Biotecnologie ne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e Comunitario, Turin: Giappichelli, 

2006 

ͻ « Le Conseiller juridique d’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face à la 

pratique», in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a pratiqu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Colloque de Genève, Paris : Pedone, 2004 

ͻ “The Right of Intervention by the African Union: A New Paradigm in 

Regional Enforcement Action”,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2003 

ͻ “Government Collapse and State Continuity: The Case of Somalia”, 

It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XIII, 2003 

ͻ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Rules: The Continuing 

Quest for an Equitable Playing Field”,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and 

V.Gowlland Debbas(编辑)，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Quest of 

Equity and Universality, Liber Amicorum Georges Abi-Saab, The Hague: 

Nijhoff, 2001 

ͻ “The Role of the Legal Adviser in the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The Case of UNIDO”，《联合国法律事务厅

国家法律顾问、国际组织法律顾问和国际法领域从业人员的论文集》，

出售品编号：E/F/S.99.V.13，纽约：联合国，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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ͻ “The 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N. Al-Nauimi and R. 

Meese,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Qatar International Law 

Conference (22-03-1994; Doha), The Hague: Nijhoff, 1995 

ͻ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0, 1995 

ͻ “Reflections on the Fragility of State Institutions in Africa”, 

Afric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1994 

ͻ “Transfer of Technology”, in M. Bedjaoui( 编 辑 )International law: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Paris: UNESCO, 1991 

ͻ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Stable, Remunerative and Equitable Commodity 

Pric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 Dicke and 

E.U. Petersmann( 编 辑 ) ， Foreign Trade in the Present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Fribourg: University Press Fribourg, 

1988 

ͻ « L’élaboration d’un code international de conduite pour le transfert de 

technologie : bilan et perspectives»,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88, Issue 4, 1984 

ͻ “Differential and More Favourable Treat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GATT Enabling Claus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Vol. 14, 1980 

ͻ “Towards a New Legal Framework for Marine Research: Coastal State 

Cons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Issue 2, 1979 

ͻ “The Legal Status of Mercenaries i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in 

A. Cassese(编辑)，The New Humanitarian Law of Armed Conflict, Naples: 

Editoriale Scientifica, 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