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法》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40010

*学时

（Credit Hours）
64

*学分

（Credits）
4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际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法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面向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 14 门基础课程之一。本课程目标是使法学专

业本科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知识，并初步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国际法基本理论分析纷

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能力，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培养国

际法人才。本课程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重点讲授国际法的基本原

理，包括国际法的概念、发展、主体、渊源、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法上的国家、国家责任等基本问题；第二部分为分论，分别讲授国际法的各个领

域的法律规则，如海洋法，外交领事关系法等。本课程主要结合国际法经典案例讲授

各种基础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各种重点难点。除基本教材外，本课程还要求学生

研读联合国国际法院的英文判决原文，鼓励有兴趣的学生阅读中英文参考材料，开阔

国际视野。本课程要求学生预习上课内容，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多角

度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表达能力。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前认真准备，凡积极参

与课堂讨论的表现将记入平时成绩。本课程考核除平时成绩外，期末进行闭卷考试。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law is one of the 14 basic courses offered to undergraduate law students.
This module aim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a basic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ose principles and rules to current
international issues, so as to train international law talents for China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ent of
this modu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which
includes basic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s the concept, history, subjects, sources,
relationship with domestic law,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second part covers some important areas of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s the law of the sea, the law of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lations and so on.
The landmark cas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ll be introduced to facilitate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textbooks, this module requires students to read the original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read
reference materia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o broaden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is
module requires students to read the assignments before class an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lass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to develop the habit of thinking about
issu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he ability of public speech. The final course grade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class and a closed-book
examinatio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教材

（Textbooks）
（1）曾令良、江国青主编：《国际公法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

（2）白桂梅，《国际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一）中文译本

（1）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2）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7 年

（3）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二）英文原著

（1）Jan Klabbers,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2021
（2）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th ed., 2021
（3）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三）联合国国际法院案件判决英文原文

www.icj-cij.org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陈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秦一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罗欢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 通过课堂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知识、原则和规则；

2. 培养学生运用国际法知识分析国际热点问题的能力；

3. 通过课前阅读国际法院英文判决原文提高学生的专业英文能力；

4. 培养学生国际法治的意识，开阔国际视野。

*考核方式

（Grading）
闭卷考试，平时成绩占 20%、期末成绩占 8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4 4

第一章 绪论

第 1 节 什么是国际法

第 2 节 为什么要学习国际法

第 3 节 国际法的产生和历史发展

第 4 节 国际法的名称、性质、以及作用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预习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案判决

第二周 4
3.

5

0.

5

第二章 国际法的渊源（含条约法）

第 1 节 概述

第 2 节 国际习惯法

一、国际习惯的两要素

二、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阅读文献：预习国际法院盖巴斯科夫大坝案判决

第三周 4
3.

5

0.

5

第二章 国际法的渊源（含条约法）

第 3 节 条约法

一、条约的缔结

二、条约的保留

三、条约的生效、适用、遵守

四、条约与第三方

五、条约的解释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阅读文献：预习国际法院尼加拉瓜军事准军事行动案

第四周 4 4

第二章 国际法的渊源（含条约法）

第 4 节 一般法律原则

第 5 节 司法判例和公法学家学说

第 6 节 单边法律行为

第 7 节 国际法的效力层级

第三章 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 1 节 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强行法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五周 4 3 1

第三章 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 2 节 国家主权原则

第 3 节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课堂汇报（国际法院尼加拉瓜军事

准军事行动案与相关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六周 4
3.

5

0.

5

第三章 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 4 节 不干涉内政原则

第四章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第 1 节 学说

第 2 节 实践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课堂汇报（国际法院尼加拉瓜军事

准军事行动案与相关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七周 4
3.

5

0.

5

第五章 国际法的主体（国家）

第 1 节 概述

第 2 节 国家

一、国家的构成要素

二、国家和政府的承认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八周 4 4

第五章 国际法的主体（国家）

第 2 节 国家

三、国家的继承

四、国家的基本权利

第 3 节 国际组织

一、国际组织概述

二、国际组织的基本法律制度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阅读文献：预习国际法院德黑兰外交领事人员案件

第九周 4 4

第六章 外交与领事关系法

第 1 节 国家对外关系机关

第 2 节 外交使节及其派遣、接受和职务

第 3 节 外交特权与豁免

第 4 节 领事特权与豁免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十周 4
3.

5

0.

5

第七章 国际责任

第 1 节 概述

第 2 节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 3 节 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

第 4 节 国家对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十一周 4
3.

5

0.

5

第八章 国际争端解决

第 1 节 概述

第 2 节 国际争端解决的政治解决方法

一、谈判与协商

二、斡旋与调停

三、调查与和解

第 3 节 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解决方法

一、国际仲裁

二、国际司法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十二周 4 4

第九章 国家领土

第 1 节 国家领土的组成

第 2 节 国家领土的取得与变更

第十章 国际海洋法

第 1 节 概述

第 2 节 海洋各海域的范围、法律地位、法律制度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十三周 4 4

第十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

第 1 节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第 2 节 国籍

第 3 节 外国人的待遇

第 4 节 外交保护

第 5 节 引渡制度

第 6 节 庇护与难民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十四周 4 4

第十一章 国际人权法

第 1 节 国际人权法渊源

第 3 节 国际人权法的权利类别与内容

第 4 节 国际人权法实施机制

第 5 节 国际人权法区域性制度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十五周 4 4

第十二章 国际人道法

第 1 节 概述

第 2 节 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

第 3 节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规则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第十六周 4 4

第十三章 国际刑法

第 1 节 概述

第 2 节 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 3 节 国际罪行

第 4 节 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总计
6

4

6

0
4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