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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临时议程* 项目 118(c)  

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 

空缺：选举国际法院法官 

  选举国际法院法官：各国家组提名的候选人简历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各国家组提名的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供

进行选举以填补国际法院的五个空缺。将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进行选举。

提名名单载于 A/75/129-S/2020/615 号文件。国际法院的组成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

会应遵循的表决程序载于秘书长的备忘录(A/75/130-S/2020/618)。 

 

  

 * A/75/150。 

https://undocs.org/ch/A/75/129
https://undocs.org/ch/A/75/129
https://undocs.org/ch/A/7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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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简历*  

  陶希德·奥卢费米·埃利亚斯(尼日利亚) 

[原件：英文] 

伦敦大学学院哲学博士 

牛津大学文学硕士 

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法学硕士，一等 

尼日利亚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兼事务律师 

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法学学士 

拉各斯伊格博比学院 

*****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书记官长(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级别)(荷兰海牙/坦

桑尼亚阿鲁沙)(2017 年 1 月-2020 年 6 月)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工作人员申诉法官，海牙(2016 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法律顾问兼司长，海牙(2013-2016 年)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执行秘书，华盛顿(2008-2013 年) 

禁化武组织高级法律干事(2005-2008 年)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执行秘书(助理秘书长)特别助理，瑞士日内瓦

(2004-2005 年)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秘书处法律顾问/法律干事(1998-2004 年)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学讲师(1996-1998 年) 

白金汉大学法学讲师(1989-1996 年) 

***** 

– 国际法研究院院士 

– 非洲国际法研究院秘书长 

– 非洲联盟关于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运作的高级别会议专家 

– 海牙国际性别平等倡议者 

– 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 尼日利亚国际法学会终身会员 

 * 简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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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际法学会荣誉会员奖得主(表彰其在国际法领域的杰出贡献或服务) 

– 国际法协会成员 

– 条约解释研究组成员 

– 武装冲突受害者赔偿委员会前成员 

– 《环球仲裁评论》咨询委员会成员 

– 《国际社会法评论》编辑委员会创始成员  

– 美国国际法学会执行理事会前成员 

– 美国法学会《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四版)》国际咨询组前成员 

***** 

– 海牙国际法学院联合国国际法研究金方案讲师(2019 年) 

–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法学系国际法客座教授(2006 年起) 

– 白金汉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2006-2009 年) 

– 伦敦国王学院法学院客座教授(2005-2008 年) 

– 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客座讲师(2006 年) 

– 维也纳外交学院教授级客座讲师(2004-2008 年) 

– 经常在各大国际法会议和专题讨论会上就各类专题发表演讲 

– 伦敦大学、日内瓦大学、莱顿大学、乔治敦大学、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

外交学院)等多所大学的客座讲师 

***** 

英文和约鲁巴文(母语)、法文(熟练)、阿拉伯文(基本) 

  部分出版物 

书籍 

–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co-authored，2015) 

–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editor, 2012) 

–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30 Years On 

(co-edited, 2010) 

–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Law of Treaties (co-authored, 2005) 

– The Paradox of Consens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co-authored, 1998) 

其他出版物 

– “Chemical Weapons and 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Non-State Actors (co-authored, E. Heffes et al, eds., forthcoming) 

–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World Bank”,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 L. Lim, ed.,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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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Law (J. Gomula and S. Wittich, eds.., 

forthcoming) 

–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Residual Mechanism for Criminal Tribunals”,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Law (forthcoming) 

– “Disarmament” (co-authored), in Contextual and Conceptual Perspectives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D. Kritsiotis and M. Bowman, eds., 2019) 

– “The 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ice”,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2016 

–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2016 

– “Aspects of Africa’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co-

authored), in C. Jalloh and O. Elias (ed), Shielding Human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 Honour of Judge Abdul G. Koroma (2015) 

– “Some Remarks on Judicial Deference in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co-

authored), in From the Arab World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bitration: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Dr. Ahmed El-Kosheri (Mohammed Abdel Raouf 

et al., eds., 2015) 

–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co-author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O. Elias, ed., 2012) 

– “Who Can Mak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The Oxford Guide to 

Treaties (D. Hollis, ed., 2012) 

–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co-authored), in The Rules, Practice and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C. Giorgetti, ed., 2012) 

– “The African Court on Human & Peoples’ Rights: Yogogombaye v. Senegal”, 49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850 (2010) 

– “Withdrawing from International Custom and the Paradox of Consens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co-authored), 21(3) Duk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43 (2010)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D. Ong and M. Fitzmaurice, eds., 2010) 227 

– “Introductory Note to the Protocol on the Statute of the African Court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48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314 (2009) 

– “The Persistent Objector Rule”,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8) 

– “The Law of Trea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Interrogating the Treaty (M. Craven and M. 

Fitzmaurice, eds., 2005) 177 

– “Liability for the Costs of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ssue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Befor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M. Fitzmaurice 

and D. Sarooshi, eds., 2004) 219 

– “The Immunity of Unrecognized State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8 Singapor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93 (2004)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light of Resolution 1422 (2002)” (co-authored), 3 Non-State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15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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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i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co authored), 8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555 (2003)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r Repar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Fitzmaurice and M. Szuniewicz, eds. 2003) 

–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From Hypothesis to 

Reality” XXXI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 (2000) 

–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a Clean Environment in Nigeria”, i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a Clean Environment 145 (A. Fijalkowska and M. Fitzmaurice, eds., 2000) 

– “Sanctions Without Law: The Lockerbie Cas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co-authored), 

4 Austr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204 (1999) 

– “The Right of Passage Doctrine Revisited: An Opportunity Missed” (co-authored), 12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31 (1999) 

– “Reg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Westphalian Legacy”, in Renegotiating 

Westphalia: Essays and Commentary on the European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C. Harding and C. L. Lim, eds., 1998) 

– “General Principles, ‘Soft’ Law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co-

authored), XXVIII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 (1997) 

– “The Role of Trea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o- authored), 

66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cta scandinavica juris gentium) 1 (1997) 

– “The Consent of Stat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and Particula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8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67 (1996) 

–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ive Element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44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01 (1995) 

– “Some Tentative Epistemological Claims Concerning the Basi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o-authored), 25 Cambrian Law Review 103 (1994) 

– “Some Remarks on the Persistent Objector Rule in International Law”, Denning Law 

Journal (1991) 37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参引内容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报告 

第二次报告(A/CN.4/672，2014 年 5 月 22 日) 

• Page 51, fn. 206 - O. Elias,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ive element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44, No. 3 

(1995), pp. 501-520. 

• Page 52, fn. 207 - O. A. Elias and C. L. Lim, The Paradox of Consens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pp. 3-21. 

第三次报告(A/CN.4/682，2015 年 3 月 27 日) 

• Page 56, fn. 193 - O. Eli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and Particula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8 (1996), pp. 67, 72 

https://undocs.org/ch/A/CN.4/672
https://undocs.org/ch/A/CN.4/672
https://undocs.org/ch/A/CN.4/672
https://undocs.org/ch/A/CN.4/682
https://undocs.org/ch/A/CN.4/682
https://undocs.org/ch/A/CN.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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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7, fn. 200 - O. Elias, supra note 193, at pp. 75-76. 

• Page 63, fn. 218 - O. Elias, “Persistent Objector”,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6), para. 2 

• Page 63, fn. 219. 

• Page 64, fn. 221 - Elias, supra note 218, at para. 6. 

• Page 64, fn. 225 - O. Elias, “Some Remarks on the Persistent Objector Rule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Denning Law Journal, 6 (1991). 

• Page 65, fn. 228  

• Page 66, fn. 232 - O.A. Elias and C.L. Lim, The Paradox of Consens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at p. 106; Elias supra note 218, at para. 17. 

• Page 66, fn. 233 

• Page 66, fn. 234 

第五次报告(A/CN.4/717，2018 年 3 月 14 日) 

• Page 49, fn. 347 - O. Elias, “Persistent objector”,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6), para. 16. 

第五次报告增编(A/CN.4/717/ADD.1，2018 年 6 月 6 日) 

• Page 4 - ELIAS, O. A. and C. L. Lim. The Paradox of Consens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 Page 10 - ELIAS, O. and C. Lim. “Some tentative epistemological claims concerning 

the basi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an Law Review, vol. 25 (1994), 103-

125. 

• Page 12 0 LIM, C. L. and O. Elias. “Withdrawing from custom and the paradox of 

consens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2010), 143-156. 

• Page 21 - ELIAS, O.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ive element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44 (1995), 501-520. 

• Page 31 - ELIAS, O. “Some remarks on the persistent objector rule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Denning Law Journal, vol. 6 (1991), 37-51. 

• Page 31 - ELIAS, 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and particula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vol. 8 (1996), 

67-88.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条约法嗣后实践的报告 

多次参引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30 

Years On, M. Fitzmaurice, O. Elias and P. Merkouris,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0) 

• 第七十届会议(A/73/10)——第 24 页，脚注 62；第 29 页，脚注 93 

• 第六十八届会议(A/71/10)——第 134 页，脚注 440；第 140 页，脚注 472  

• 第六十六届会议(A/69/10)——第 199 页，脚注 696 

• 第六十五届会议(A/68/10)——第 21 页，脚注 69；第 33 页，脚注 138 

  

https://undocs.org/ch/A/CN.4/717
https://undocs.org/ch/A/CN.4/717
https://undocs.org/ch/A/CN.4/717
https://undocs.org/ch/A/CN.4/717/ADD.1
https://undocs.org/ch/A/CN.4/717/ADD.1
https://undocs.org/ch/A/CN.4/717/ADD.1
https://undocs.org/ch/A/73/10
https://undocs.org/ch/A/73/10
https://undocs.org/ch/A/73/10
https://undocs.org/ch/A/71/10
https://undocs.org/ch/A/71/10
https://undocs.org/ch/A/71/10
https://undocs.org/ch/A/69/10
https://undocs.org/ch/A/69/10
https://undocs.org/ch/A/69/10
https://undocs.org/ch/A/68/10
https://undocs.org/ch/A/68/10
https://undocs.org/ch/A/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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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泽雄司(日本)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岩泽雄司法官 

名誉博士、法学博士、法学硕士、法学学士 

国际法院 

法官 

  个人信息： 

 出生日期：1954 年 6 月 4 日 

 国籍：日本 

  教育： 

 1973-1977 年  日本东京东京大学法学部(1977 年，法学士) 

 1977-1978 年  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法学院(1978 年，法学硕士) 

 1984-1986 年  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1997 年，法学博士) 

 2018 年   大阪市立大学(2018 年，名誉博士) 

  工作： 

 1977-1981 年  东京大学法学部研究助理 

 1982-1996 年  大阪市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96-1997 年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1997-2005 年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2005-2018 年  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 

 2018 年至今  国际法院法官 

  专业职位(部分)： 

 现任： 

 2016 年起，伦敦国际法协会副主席 

 2015 年起，国际法研究院联系院士 

 1996 年起，入选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组成员指示性名单 

 2011 年起，日本学术会议成员 

 2014 年起，有斐阁年刊《国际法文献》(日文)主编 

 2001 年起，马丁内斯·尼哈夫出版社《从日本视角看国际法》系列丛书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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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起，《东京国际法评论》(日文)共同主编 

 1997 年起，《国际经济法杂志》编辑 

 2002 年起，《中国国际法论刊》编辑 

 2006 年起，《印度国际经济法学刊》编辑 

 2012 年起，《人权与环境论刊》编辑 

 2015 年起，《国际贸易法季评》编辑 

 2018 年起，《澳大利亚人权杂志》咨询委员会成员 

曾任： 

2009-2011 年、2017-2018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主席(2007-2018 年，成员；2011-2013 年和 2015-2017 年，副主席；2013-2015

年，《意见》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 

2016-2018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会长(2014-2016 年，研究企画部长；2012-2014

年，国际项目部长) 

2004-2013 年，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法官(2010-2013 年，副庭长) 

2002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讲座主讲人 

2002-2004 年，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 

2003-2008 年，常设专家组(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成员 

2002-2010 年，入选能源宪章争端解决名册 

1997-2006 年，洛桑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 

1995-2004 年，国际法协会国际人权法与实践委员会报告员 

惠灵顿(2006 年)、阿尔伯塔(2008 年)、神户(2010 年)、伯克利(2012 年)和堪

培拉(2014 年)，国际法四学会(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会议

组织人兼协调人 

东京(1994年)、亚特兰大(1996年)和渥太华(2000年)，三边国际法学会(日本、

加拿大、美国)会议协调人兼编辑 

2005-2007 年，日本法务省难民审查参与员 

1991-1993 年、1997 年和 2000-2001 年，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

心访问研究员 

2000-2001 年，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研究员 

2014 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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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7 年，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艾尔顿·福特讲座国际商法主讲人 

  专长和研究方向： 

专长：国际公法 

研究方向：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争端解决；国际人权法；国际经济

法；管辖豁免；国家责任 

  专业会员资格： 

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荣誉成员兼前代表理事；前研究企画部长；前国际项目

部长) 

国际法协会(副主席；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程序委员会委员；国际人权法与实践

委员会前成员及报告员；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法原则研究组前成员；国际法协

会未来前景委员会前成员；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前成员) 

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理事会成员；国际货币法国家委员会成员；前企画主任) 

亚洲国际法学会日本分会(理事会成员) 

日本国际人权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日本国际经济法协会(理事会成员；前企画主任) 

日本世界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美国国际法学会(人权兴趣小组成员；国际经济法兴趣小组成员；国际法和国

内法院兴趣小组成员) 

  专业活动(部分)： 

在雅典、剑桥、哥伦比亚、杜克、埃德蒙顿、法兰克福、香港、卢森堡、名古

屋、牛津、巴黎、萨尔布吕肯、筑波、弗吉尼亚、早稻田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

构举办讲座 

在伯尔尼、比勒菲尔德、剑桥、堪培拉、香港、京都、伦敦、里昂、纽约、

罗马、锡耶纳、新加坡、台北、海牙、东京、图尔库、温哥华、华盛顿特区

和惠灵顿等地举行的多次国际大会和会议上宣读论文 

1983 年 10 月，第十六届安达峰一郎纪念奖 

1983-1995 年，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跨国公司所涉法律问题研究组成员 

1987 年 10 月，在日本国际法学会半年度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0 年 11 月和 1991 年 6 月，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举行的第三届比勒费尔

德国际经济法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0-1991 年，公平贸易中心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案件研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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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7 年，信托 90 基金会国际金融和贸易法研究组成员 

1991 年 10 月-1993 年 9 月，剑桥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1992 年 2 月，在剑桥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宣读论文 

1993 年 6 月，在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组织的国际人权法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3 年 9 月，在伦敦公共法律教育者协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4 年 7 月，在东京首次三边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并担任《会议论文集》共同

编辑 

1994-1995 年和 1996-1997 年，公平贸易中心争端解决研究组成员 

1994-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1994-1997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企画委员会成员 

1994 年 11 月，在日本国际经济法协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5 年 4 月，在公平贸易中心于东京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和日本的角色国

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5-2004 年，国际法协会国际人权法和实践委员会报告员 

1995 年 6 月，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组织的关于实施乌拉圭回合的国际会

议上宣读论文 

1996 年 3 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第二次三边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6 年 6 月，在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组织的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6 年 7 月，设在香港的杜克大学亚州-美洲跨国法律研究所教师 

1996-2000 年，公平贸易中心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案件研究组成员 

1996-2000 年，公平贸易中心世贸组织申诉案件研究组成员 

1997-2009 年，东京海上研究所企业国际化研究组成员 

1997 年 3 月-1997 年 10 月，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1997 年 3 月，在剑桥举行的联合国人权条约系统未来前景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7 年 4 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国际法学会第九十一届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7 年 5 月-7 月，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日内瓦召开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

担任委员会日本成员山田中正先生的学术顾问 

1997 年 9 月，为提交给剑桥大学的一份哲学硕士论文担任外部评审人 

1997 年 9 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日本国际法学会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上宣

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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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 年，外务省国家责任特设研究组主席 

1997-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1997-2000 年，《国际法外交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1997 年 11 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国际人权法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8 年 10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区域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8 年 11 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争端解决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2 月，在外务省等单位于东京举行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和日本商业

东京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3 月，在里昂举行的 1999 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论坛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3 月，在东京举行的成蹊大学 50 周年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4 月-2000 年 3 月，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部主任 

1999 年 7 月，在东京举行的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年会上宣读论文 

1999 年 7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于纽约组织的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 

1999-2000 年，公平贸易中心贸易壁垒投诉程序研究组主席 

1999-2000 年，外务省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组主席 

2000-2002 年，外务省世贸组织判例法研究组主席 

2000 年 3 月，在日本外务省等单位于东京组织的东京第二届日本商业和世

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会议上宣读论文 

2000 年 8 月-2001 年 8 月，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2000 年 10 月，参加在渥太华举行的第三次三边研讨会，担任《会议论文集》

共同编辑 

2001 年 3 月，在牛津大学法学院宣读论文 

2001 年 3 月，在国际法协会英国分会于伦敦举行的会议上宣读论文 

2001-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成员 

2001 年 8 月，在伯尔尼举行的“世界贸易论坛：贸易与人权”上宣读论文 

2002-2004 年，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2002-2003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代理司库 

2002 年 7 月，在海牙国际法学院以“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为题举办讲座 

2002 年至今，有斐阁年刊《国际法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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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4 月，在东京举行的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年会上宣读论文 

2003 年至今，日本体育仲裁机构仲裁员 

2003 年至今，日本国际经济法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2003 年至今，日本国际人权法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2003-2012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国际项目代理部长 

2004-2013 年，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法官 

2004 年 11 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2004-2006 年，日本国际经济法学会企画主任 

2006 年至今，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理事会成员 

2006-2016 年，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企画主任 

2006 年 6 月，在惠灵顿举行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国际法学会第十四届会议上

发表主旨演讲 

2006 年至今，国际法协会日本支部理事会成员 

2008-2010 年，内阁府政府采购审查委员会成员 

2009-2011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席 

2009 年 11 月，联合国大学联合研究生课程(国际人权法)讲师 

2010-2013 年，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副庭长 

2010 年，在淡路(神户)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法四学会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 

2010 年 9 月，在纽约为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举办题为“国际义务多样

性”的讲座 

2011 年至今，日本世界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2011 年 6 月，在堪培拉作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国际法学会年会嘉宾进行主旨发言 

2011 年至今，日本学术会议成员 

2012 年，日本外相外交讨论小组成员 

2012-2014 年，内阁府重新安置问题专家委员会难民事务部际会议主席 

2012-2018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成员 

2012-2014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国际项目部长 

2013 年 9 月，在国际法研究院东京会议上宣读论文 

2013 年 10 月，在纽约法律顾问会议上宣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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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今，有斐阁年刊《国际法文献》主编 

2014-2016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研究企画部长 

2014 年 7 月，在堪培拉举行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国际法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 

2015 年至今，美国法学会《对外关系法重述》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5 年起，国际法研究院联系院士 

2015-2016 年，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16-2018 年，日本国际法学会代表理事 

2018 年至今，日本国际法学会理事会荣誉成员 

2016 年至今，伦敦国际法协会副主席 

2017-2018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席 

2018 年至今，国际法院法官 

2018 年，大阪市立大学名誉博士 

2018 年至今，《澳大利亚人权杂志》咨询委员会成员 

  日本境外驻校研究经历： 

1977 年 8 月-1978 年 8 月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1984 年 8 月-1986 年 8 月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法学

院法学博士) 

1991 年 10 月-1993 年 9 月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1997 年 3 月-1997 年 10 月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

访问研究员) 

2000 年 8 月-2001 年 8 月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劳特帕赫特国际法研究中心

访问研究员暨丘吉尔学院海外研究员) 

2015 年 8 月-2016 年 9 月 法国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

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18 年 8 月至今   荷兰海牙(国际法院法官) 

   语言： 

日文(第一语言)；英文(流利)；法文(优秀)；德文(优秀)；中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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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出版物： 

  日文： 

A. 书籍： 

1. JŌYAKU NO KOKUNAI TEKIYŌ KANŌSEI: IWAYURU“SELF-EXECUTING”
NA JŌYAKU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 [DOMESTIC APPLICABILITY 

OF TREATIES: WHAT ARE“SELF-EXECUTING”  TREATIES?]. Pp. ix, 

341+47 (Tokyo: Yuhikaku, 1985).  

2. GAIKOKU KOKKA KOKUYŪ KIGYŌ TONO KOKUSAI TORIHIKI JŌNO 

MONDAITEN: KOKKA NO SAIBANKEN MENJO [TH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WITH FOREIGN STATES AND STATE 

ENTERPRISES: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STATES].  Pp. viii, 128 

(Tokyo: Sogo Kenkyu Kaihatsu Kik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1987).  

3. HYŌJUN KOKUSAI HŌ [STANDARD INTERNATIONAL LAW].Pp.293-325 

(Hajime Terasawa et al. eds., Tokyo: Seirin Shoin, 1989) (Co-authored).  

4. 3 KOKUSAI HŌ SHIRYŌ SHŪ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Pp.54-177 (Yasuaki Onuma ed., 4th ed. Tokyo: Toshindo, 1988) (Co-authored).  

5. HYŌJUN KOKUSAI HŌ [STANDARD INTERNATIONAL LAW].  Pp.288-316 

(Hajime Terasawa et al. eds., New ed. Tokyo: Seirin Shoin, 1993) (Co-authored).  

6. KEIZAI NO GURŌBARUKA TO HŌ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LAW] Pp.61-74, 210-224, 315-330 (Sogo Kaihatsu Kenkyu Kik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ed., Tokyo: Sanseido, 1994) (Co-

authored).  

7. WTO NO FUNSŌ SHORI [DISPUTE SETTLEMENT OF THE WTO]. Pp. xi, 

351 (Tokyo: Sanseido, 1995) (2d imp., 1996) (3d imp., 1997).  

8. KŌGI KOKUSAI HŌ [LECTURES ON INTERNATIONAL LAW].  Pp. xiv, 

519 (Co-edited with Akira Kotera and Akio Morita, Tokyo: Yuhikaku, 2004).  

9. KŌGI KOKUSAI HŌ [LECTURES ON INTERNATIONAL LAW].  Pp. xv, 568 

(Co-edited with Akira Kotera and Akio Morita, 2d ed. Tokyo: Yuhikaku, 2010).  

10. KOKUSAI JŌYAKU SHŪ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Editor-

in-Chief, published annually since 2016.  Tokyo: Yuhikaku).  

B. 论文： 

1. Jōyaku no Kokunai Tekiyō Kanōsei: Iwayuru "Self-Executing" na Jōyaku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 [Domestic Applicability of Treaties: What Are "Self-

Executing" Treaties? (1) - (6), 99 HOGAKU KYOKAI ZASSHI 1835-1891 (1982); 

100 HOGAKU KYOKAI ZASSHI 133-186, 375-443, 556-625, 1951-2023 (1983); 

101 HOGAKU KYOKAI ZASSHI 421-491 (1984).  

2. Hito oyobi Jinmin no Kenri ni kansuru Afurika Kenshō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30 HOGAKU ZASSHI 262-277 (1984).  

3. Gaikokujin no Shimon Ōnatsu Kyohi to Sainyūkoku: Morikawa Catherine Jiken 

[Refusal of Fingerprinting by Aliens and Their Reentry: The Catherine Morikawa 

Case], 887 JURISUTO 257-259 (1987).  

4. Gaikoku Kokka Kokuyū Kigyō tono Kokusai Torihiki jōno Mondaiten: Kokka no 

Saibanken Menjo [Th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with Foreign States and 

State Enterprises: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States], in TAKOKUSEKI KIGYŌ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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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USAI TORIHIKI [MULTILATERAL CORPO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271-380 (Sogo Kenkyu Kaihatsu Kik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ed., 1987).  

5. Amerika Saibansho ni okeru Kokusai Jinken Soshō no Tenkai: Sono Kokusai Hō 

jōno Igi to Mondaite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itigation before U.S. Courts] 

(1) - (2), 87 KOKUSAIHO GAIKO ZASSI 160-196, 461-502 (1988).  

6. GATTO ni okeru Funsō Shori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GATT], 2 NIRA 

SEISAKU KENKYU 12-15 (1989).  

7. GATTO ni okeru EC Buhin Danpingu Jiken [The EC Anticircumvention Regulation 

Case in the GATT], 4 NIRA SEISAKU KENKYU 22-27 (1991).  

8. Saibanken Menjo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in SHŌGAI HANREI HYAKUSEN 

[SELECTED CASES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92-93 (Sueo 

Ikehara & Yoshiro Hayata eds., 3d ed. 1995) (co-authored with Shigeru Oda).  

9. WTO ni okeru Funsō Shori: 1994 nen Funsō Kaiketsu Ryōkai no Igi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WTO: Significance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1071 JURISUTO 53-58 (1995).  

10. Gaikokujin no Jinken [Human Rights of Aliens], in KOKUSAI SHIHŌ NO SŌTEN 

[ISSU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6-37(Junichi Akiba ed., 1996).  

11. Nihon ni okeru Kokusai Jinken Soshō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itigation in 

Japan], in ODA SHIGERU SENSEI KOKI SHUKUGA: FUNSŌ KAIKETSU 

NO KOKUSAI HŌ [INTERNATIONAL LAW ON DISPUTE SETTLEMENT: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BIRTHDAY OF JUDGE SHIGERU 

ODA] 251-272 (Takane Sugihara ed., 1997).  

12. Nibutani Dam Hanketsu no Kokusai Hō jōno Ig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ibutani 

Dam Case in International Law], 9 KOKUSAI JINKEN 56-59 (1998).  

13. Gaikokujin no Jinken wo meguru Aratana Tenkai: Kokusai Jinken Hō to Kenpō no 

Kōsaku [New Developments on Human Rights of Aliens: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Constitutional Law], 238 HOGAKU 

KYOSHITSU 14-16 (2000).  

14. Kokunai Hō ni okeru Kokusai Hō no Chii to Sono Junshu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Observance in National Law], Filartiga Jiken [Filartiga 

v. Pena Irala], in HANREI KOKUSAI HŌ [CASE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26-30, 279-281 (Shigejiro Tabata et al. eds., 2000).  

15. Jōyaku ni yoru Jiyū Chitai Seido no Settei to Sono Kōka: Jōbu Saboa to Jekkusu 

no Jiyū Chitai Jiken [Free Zones of Upper Savoy and the District of Gex], in 

KOKUSAI HŌ HANREI HYAKUSEN [ONE HUNDRED 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118-119 (Soji Yamamoto et al. eds., 2001).  

16. WTO Funsō Shori no Kokusai Hō jōno Igi to Tokushitsu[WTO Dispute Settlement: 

Its Importance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FUNSŌ 

NO KAIKETSU [DISPUTE SETTLEMENT] (NIHON TO KOKUSAI HŌ NO 

100 NEN [ONE HUNDRED YEARS OF JAP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9) 215-242 (Kokusai Hō Gakkai [Japa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ed., 2001).  

17. Gaikoku Kokka oyobi Kokusai Kikan no Saibanken Menjo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Foreig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KOKUSAI 

MINJI SOSHŌ HŌ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S] 

15-22 (Akira Takakuwa & Masato Dogauchi ed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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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TO Hō to Hi-WTO Hō no Kōsaku [Interactions between WTO Law and Non-

WTO Law], 1254 JURISUTO 20-27 (2003).  

19. Senjū Minjoku ni taisuru Kokuren no Aratana Torikumi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Senjū Mondai Jōsetsu Fōramu Shinsetsu no Igi [The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1293 JURISUTO 90-97 (2005).  

20. Nihon ni okeru Kokusai Nanmin Hō no Kaishaku Tekiyō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in Japan], 1321 JURISUTO 16-25 

(2006).  

21. Jiyūken Kiyaku Iinkai to Kokuren Jinken Kikō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nd 

the UN Mechanisms on Human Rights], 19 KOKUSAI JINKEN 134-138 (2008).  

22. Kokusai Gimu no Tayōsei: Taiseiteki Gimu wo Chūshin to shit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With a Focus on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ONUMA 

YASUAKI SENSEI KINEN RONBUNSHŪ: KOKUSAI HŌGAKU NO CHIHEI: 

REKISHI, RIRON, JISSHŌ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YASUAKI ONUMA:HORIZONS OF INTERNATIONAL LAW:HISTORY, 

THEORY, POSITIVE ANALYSIS] 123-170 (J. Nakagawa & K. Teraya eds., 2008).  

23. Jiyūken Kiyaku Iinkai no Kiyaku Kaishaku no Hōteki Igi [Legal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CCPR], 29 SEKAI HO NENPO 

50-85 (2010).  

24. Jiyūken Kiyaku Iinkai no Kanshi Katsudō no Tenkai [Developments in the Monitoring 

Activitie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21 KOKUSAI JINKEN 95-99 (2010).  

25. Jiyūken Kiyaku Iinkai no Rikō Kanshi Katsudō [Monitoring Activitie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n KOKUSAI JINKEN HŌ NO KOKUSAITEKI 

JISSHI [THE 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183-200 (K. Serita et al. eds., 2011).  

26. Kenpō to Kokusai Hō [Constitu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370 HOGAKU 

KYOSHITSU 28-34 (2011).  

27. Sekai wo Kakeru Gakumon to Jissen [Scholarship and Practice over the World], 

in 21 SEIKI NO KOKUSAI HŌ: TAKYOKUKA SURU SEKAI NO HŌ TO 

CHIKARA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LAW AND 

FORCE IN THE MULTI-POLAR WORLD] 43-60 (Y. Onuma ed., 2011).  

28. Kokuren Anpori no Seisai Ketsugi no Kokunai Jisshi to Jinken[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Imposing Sanc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KOKUSAI HŌ HANREI HYAKUSEN [ONE HUNDRED 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220-221 (A. Kotera et al. eds., 2d ed. 2011).  

29. Jiyūken Kiyaku Iinkai niyoru Hō no Tekiyō to Seitei: Kojin Tsūhō no Teishutsu 

Chien Mondai wo Rei ni [Law-Application and Legislation in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Undue Delay in the Submission of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s], in 

YOKOTA YOZO SENSEI KOKI KINEN RONBUNSHŪ: JINRUI NO MICHI 

SHIRUBE TO SHITENO KOKUSAI HŌ: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YOZO YOKOTA: INTERNATIONAL 

LAW AS A GUIDEPOST FOR THE HUMANITY] 213-234 (H. Akizuki et al. eds., 

2011).  

30. Jiyūken Kiyaku Iinchō to shiteno 2 Nen wo Furikaeru: Jōyaku Ryūho Mondai ni 

taisuru Iinkai no Kōken wo Chūshin ni [Reflection on the Two Years 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mmittee 

to the Question on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 22 KOKUSAI JINKEN 3-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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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Jōyaku no Ryūho: Kokusaihō Iinkai to Jiyūken Kiyaku Iinkai no Kyōdō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n MURASE SHINYA SENSEI 

KOKI KINEN: KOKUSAI HŌGAKU NO SHOSŌ: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SHINYA 

MURASE: VARIOUS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273-298 (J. Eto 

ed., 2015).  

  其他语文： 

A. 书籍： 

1. TR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RELEVANCE OF DOMESTIC LAW AND POLICY. Pp. xxxii, 604 (Co-edited 

with Michael K. Young.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96).  

2. INTERNATIONAL LAW, HUMAN RIGHTS, AND JAPANESE LAW: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JAPANESE LAW.  Pp. xlii, 35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3. WTO BUNJAENG CH’OURI [DISPUTE SETTLEMENT OF THE WTO].  Pp. 

482.(Translated by Choi Hong-Bae.Seoul: Bubkyungsa, 2000) (in Korean).  

4. TR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CONFLICT AND COHERENCE (co-edited with Chi Carmody & Sylvia Rhod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B. 论文： 

1. The Doctrine of Self-Executing Trea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Analysis, 

26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27-692 (1986).  

2.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n Japanese Law: The Third 

Reformation for Japanese Women, 35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68 (1991).  

3.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Japan, in NATIONAL 

CO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99-344 

(Meinhard Hilf & Ernst-Ulrich Petersmann eds., 1993).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National Law: Japanese 

Experiences, 64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33-390 

(1993).  

5. Effec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unicipal Order of Japan, 4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43-169 (1995).  

6.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WTO Agreement: Various Means Other 

Than the Panel Procedures, in TR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RELEVANCE OF DOMESTIC LAW AND 

POLICY 377-402 (Michael K. Young & Yuji Iwasawa eds., 1996).  

7. Lawfulness of Unilateral Economic Retali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EXPANDING BORDERS OF THE WTO: 

IMPLIC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74-89 (Mark A. 

Buchanan ed., 1996).  

8.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djudication in Japan, i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BY DOMESTIC COURTS 223-293 

(Benedetto Conforti & Francesco Francioni ed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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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Involved in Implementing the Uruguay Round in Japan, 

in IMPLEMENTING THE URUGUAY ROUND 137-174 (John H. Jackson & 

Alan O. Sykes eds., 1997).  

10.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Japanese Legal Order: Recent Developments, 91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301-307 (1997).  

11. The Domestic Impact of Ac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in TR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119-141 (Thomas J. Schoenbaum 

et al. eds., 1998).  

12. Japan's Interac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e Case of State Immunity, in 

JAP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23-

151 (Nisuke Ando ed., 1999).  

13.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OF UN HUMAN RIGHTS TREATY MONITORING 245-268 

(Philip Alston & James Crawford eds., 2000).  

14.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Japan, in 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H. 

JACKSON 473-490 (Marco Bronckers & Reinhard Quick eds., 2000).  

15. Third Parties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The ICJ and the WTO, in LIBER 

AMICORUM JUDGE SHIGERU ODA 871-891 (Nisuke Ando et al. eds., 2002).  

16.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s Judicial Supervision, 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87-305 (2002).  

17. Chapter 81: Procedural Conditions, in THE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1149-1155 (James Crawford et al. eds., Oxford: OUP, 2010) (co-authored with 

Naoki Iwatsuki).  

18. The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Lecture, 2010.  

19. Domestic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378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9-26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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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奥尔格·诺尔特(德国) 

[原件：英文] 

格奥尔格·诺尔特，1959 年 10 月 3 日出生于德国波恩 

  现任职位和职务 

柏林洪堡大学国际法教授(2008 年 4 月起)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07 年 1 月起) 

•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特别报告员(2012-2018 年) 

• 国际法委员会主席(2017 年第 69 届会议) 

• 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主席(2009-2012 年) 

  曾任职位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国际法教授(2004-2008 年) 

哥廷根大学法学院院长(2004 年) 

哥廷根大学国际法教授(1999-2004 年) 

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海德堡(1987-1999 年) 

  研究员和访问职位 

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员，2013-2014 年) 

南乌拉尔国立大学，车里雅宾斯克(客座教授，2010 年) 

柏林科学院-高级研究所(研究员，2006-2007 年) 

先贤祠-阿萨斯大学(巴黎第二大学)(客座教授，2004 年) 

牛津万灵学院(访问研究员，2003-2004 年) 

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员，1992 年) 

  教育背景 

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1991 年) 

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日内瓦大学修习法律、国际关系和哲学(1977-1983 年) 

  其他现任或曾任成员和职位(部分) 

国际法研究院院士(2019 年起，2015 年起任联系院士) 

德国国际法学会会长(2013-2017 年)；副会长(2009-2013 年)，理事会成员(2017 年起)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成员(欧洲委员会下属威尼斯委员会)(2000-2007年) 

柏林-波茨坦研究组“国际法治——崛起还是衰落？”联合主席(2015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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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日内瓦研究生院)基金会董事会成员(2018 年起) 

德国联邦外交部国际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2006 年起) 

美国法学会《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四版)》国际咨询组成员(2014-2017 年) 

联邦议院审查和维护联邦国防军(联邦武装部队)海外特派团任务方面议会权利委

员会成员(2014-2015 年) 

德国和平研究基金会理事会成员(2006-2015 年)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2013-2017 年) 

科学咨询理事会成员：《比利时国际法评论》(布鲁塞尔)；《和平瞭望台——国际

和平与组织杂志》(柏林)；《哥廷根国际法杂志》(哥廷根)；《印度比较法年鉴》(新

德里)；《比较宪法和行政法季刊》(焦特布尔)；《墨西哥国际法年鉴》(墨西哥城) 

  对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贡献 

作为“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专题特别报告员撰写的报告： 

• 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第五次报告，特别报告员

格奥尔格·诺尔特，A/CN.4/715，2018 年 2 月28 日，可查阅：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715 

• 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第四次报告，特别报告员

格奥尔格·诺尔特，A/CN.4/694，2016 年 3 月 7 日，可查阅：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94 

• 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第三次报告，特别报告员

格奥尔格·诺尔特，A/CN.4/683，2015 年 4 月 7 日，可查阅：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83 

•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第二次报告，特别报告员格奥尔

格·诺尔特，A/CN.4/671，2014 年 3 月 26 日，可查阅：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71 

•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第一次报告，特别报告员格奥尔

格·诺尔特，A/CN.4/660，2013 年 3 月 19 日，可查阅：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60 

为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撰写的报告： 

• 2010: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Arbitral 

Tribunals of Ad Hoc Jurisdiction Relating to Subsequent Agreement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in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Georg Nolte ed.)，
Oxford 2013，pp. 169-209  

• 2011: Jurisprudence Under Special Regimes Relating to Subsequent 

Agreement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in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Georg Nolte ed.)，Oxford 2013，pp. 210-306  

https://undocs.org/ch/A/CN.4/715
https://undocs.org/ch/A/CN.4/715
https://undocs.org/ch/A/CN.4/715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715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715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715
https://undocs.org/ch/A/CN.4/694
https://undocs.org/ch/A/CN.4/694
https://undocs.org/ch/A/CN.4/694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94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94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94
https://undocs.org/ch/A/CN.4/683
https://undocs.org/ch/A/CN.4/683
https://undocs.org/ch/A/CN.4/683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83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83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83
https://undocs.org/ch/A/CN.4/671
https://undocs.org/ch/A/CN.4/671
https://undocs.org/ch/A/CN.4/671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71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71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71
https://undocs.org/ch/A/CN.4/660
https://undocs.org/ch/A/CN.4/660
https://undocs.org/ch/A/CN.4/660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60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60
http://legal.un.org/docs/?symbol=A/CN.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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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Subsequent Agreement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of States Outside of 

Judicial or Quasi-judicial Proceedings，in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Georg Nolte ed.)，Oxford 2013，pp. 307-386  

格奥尔格·诺尔特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发言可查阅： 

https://nolte.rewi.hu-berlin.de/doc/pub/ilc-statements-nolte-18_10_11.pdf  

  法律实务(部分)  

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的德国联邦议院议会团体左翼党对联邦政府提起的

2 BvE 2/07 诉讼(“向阿富汗部署狂风飞机”)中，担任德国联邦政府的代理律师 

(国际仲裁庭和国家法院审理的)赫利企业有限公司、老牌石油有限公司和尤科斯

环球有限公司诉俄罗斯联邦一案的专家 

  出版物(部分)  

书籍 

Treaties and their Practice – Symptoms of their Rise or Decline,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e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92 (2017), pp. 205–397; also published in the series 

‘Pocketbook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8)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 Rise or Decl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co-ed with Heike Krieger and Andreas Zimmermann)  

Community Interests across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co-ed. 

with Eyal Benvenisti)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Domestic Cou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o-ed. with Helmut Aust)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ed.)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2012 (co-ed. with Bruno Simma, Daniel-Erasmus Khan and Andreas Paulus)  

Pea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 Colloquium at the Occasion of its Sixtieth Anniversary (Springer) 2009 (ed.)  

Le droit international face au défi américain, Paris (Université Panthéon-Assas, Paris 

II - Cours et travaux No° 6) 2005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Berlin (Springer) 2003 (co-ed. 

with Eyal Benvenisti)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o-ed. with Michael Byers)  

Eingreifen auf Einladung - Zur völkerrechtlichen Zulässigkeit des Einsatzes fremder 

Truppen im internen Konflikt auf Einladung der Regierung (Intervention upon Invitation 

- Use of Force by Foreign Troops in Internal Conflicts at the Invitation of a Govern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Berlin (Springer) 1999  

论文 

Introductory Note to the Special Issue of ICLR on the Outcome of the ILC Work on 

“Subsequent Agreement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22 (2020), pp. 4–13  

https://nolte.rewi.hu-berlin.de/doc/pub/ilc-statements-nolte-18_10_11.pdf
https://nolte.rewi.hu-berlin.de/doc/pub/ilc-statements-nolte-18_10_11.pdf
https://nolte.rewi.hu-berlin.de/doc/pub/ilc-statements-nolte-18_10_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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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dentify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 On the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orthcoming in Japa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2 (2019) pp. 251-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Recent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vol. 2 (2019) AIIB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225-242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Community Interests, in Community Interests 

Across International Law (E. Benvenisti & G. Nolte eds.), Oxford 2018, pp. 101-117; 

presented in part in UN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available at: 

http://legal.un.org/avl/ls/Nolte_IL.html 

Afghanistan 1979-1980, in: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Tom Ruys and 

Olivier Corten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with Janina Barkholdt), pp. 297-305  

Court Generated State Practice?, in Austr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vol. 20 (2015), pp. 17-23  

Strukturwandel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und Völkerrechtspolitik, in: Polis und 

Kosmopolis – Festschrift für Daniel Thürer (Giovanni Biaggini/Oliver Diggelmann/ 

Christine Kaufmann eds.), Baden-Baden (Nomos) 2015, pp. 557-563  

Subsequent Treaty Practice – The Work of the ILC, in Select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2014 (Christina Binder/Mary 

Footer/August Reinisch eds.), Oxford 2016, pp. 219-225  

Re-reading the “Analyse Critique de l’Intervention Américaine au Vietnam” by Charles 

Chaumont (1968-I), in: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48 (2015), pp. 380-384  

The Fourth Restate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0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4, pp. 27-31  

Multipurpose Self-Defence, Proportionality Disoriented,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4 (2013), pp. 283-290  

Article 51 (Self-defense),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 A Commentary (Bruno 

Simma/Daniel-Erasmus Khan/Georg Nolte/Andreas Paulus eds.), Oxford, 3rd ed. 2012, 

pp. 1397-1428 (with Albrecht Randelzhofer)  

Article 2 (7) (Duty of Non-Intervention)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  

A Commentary (Bruno Simma/Daniel-Erasmus Khan/Georg Nolte/Andreas Paulus 

eds.), Oxford, 3rd ed. 2012, pp. 280-311  

The Resolution of 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on Military Assistance on Request, 

in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45 (2012), pp. 241-262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Rule of Law Dynamics 

in an Era of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M. Zürn/A. Nollkaemper/ 

R. Peerenboom eds.), Cambridge 2012, pp. 48-67 (with Helmut Philipp Aust)  

Persisting and Developing between Hope and Threat: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Beyond, in Select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J. Crawford/S. Nouwen eds.), Oxford 2012, pp. 75-78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acing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 Essays in Honour of Bruno 

Simma (U. Fastenrath/R. Geiger/D.-E. Khan/A. Paulus/S. von Schorlemer/Chr. Vedder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81-792  

Thin or Thick?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Law & Ethics of Human Rights 4 (2010), pp. 244-255  

http://legal.un.org/avl/ls/Nolte_IL.html
http://legal.un.org/avl/ls/Nolte_IL.html
http://legal.un.org/avl/ls/Nolte_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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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ocal Helpers - Complicit States, Mixed Messag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8(2009), pp.1-30(with Helmut Philipp Aust)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with Respect to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War (Vaughan Lowe/Adam Roberts/Jenifer 

Welsh/Dominik Zaum eds.), Oxford (OUP) 2008, 519-535   

Between Informed Pragmatism, Morality and Form, in: Regards d’une génération s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mmanuelle Jouannet/Hélène Ruiz Fabri/Jean-Morel Sorel eds.), 

Paris (Pedone) 2008, pp. 277-286  

The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L’Observateur des Nations Unies 23 (2007), 69-94, also published as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Cursos Euromediterráneos Bancaj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XI/XII (2007) pp. 883-904  

Sobre crisis y crecimiento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sesenta años de Naciones Unidas, 

in 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7 (2007) pp. 227-248  

Secession and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Secession -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s 

(Marcelo G. Kohen ed.), Cambridge (CUP) 2006, pp. 65-93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the Area of Private Law: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 in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hr. Tomuschat/J.-M. Thouvenin 

eds.), Amsterdam (Brill) 2006, pp. 373-384  

From Dionisio Anzilotti to Roberto Ago - The Classical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Traditional Primacy of a Bilateral Conception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 (2002), pp. 1983-1998; version française: De Dionisio 

Anzilotti à Roberto Ago -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lassique d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et la prééminence de la conception bilatérale des relations inter-étatiques, 

in Obligations multilatérales, droit impératif et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États 

(Pierre-Marie Dupuy ed.), Paris 2003, pp. 5-23  

Germany: Ensur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s by Requiring 

Co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in: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Charlotte Ku/Harold K. Jacobson eds.), Cambridge 2003, pp. 231-253  

Investigating Pow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vis à vis 

States and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Amicus-Curiae-Brief Submitted by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n the Case of the Prosecutor v. Tihomir 

Blaskic, in Max-Planck-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1 (1997), pp. 349-398 (with 

Jochen A. Frowein, Karin Oellers-Frahm and Andreas Zimmermann)   

The Good Offices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in United Nations, Divided World - The 

UN'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am Roberts/Benedict Kingsbury eds.), Oxford, 

2nd ed. 1993, pp. 143-182 (with Thomas M. Franck)  

Restoring Peace by Regional Action -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of the Liberian 

Conflict, in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53 (1993), 

pp. 603-637  

(Full list of Publications at. http://nolte.rewi.hu-berlin.de/pub)  

  

http://nolte.rewi.hu-berlin.de/pub
http://nolte.rewi.hu-berlin.d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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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欧洲委员会下属威尼斯委员会工作的贡献 

(草稿、意见可查阅：http://www.venice.coe.int/)  

CDL-AD(2010)051: On the Existing Mechanisms to Review the Compatibility with 

Human Rights Standards of Acts by UNMIK and EULEX in Kosovo   

CDL-AD(2006)009: Opin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of Council of Europe 

member states in respect of secret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inter-state transport of 

prisoners  

CDL-AD(2006)005: Opinion on the draft decision on the limitation of parliamentary 

immunity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uthorisation to initiate investigation in relation 

with corruption offences and abuse of duty of Albania  

CDL-AD(2005)029: Final Opinion on the Provisions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Election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CDL-AD(2005)023: Opinion on the Provisions on the Judiciary 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CDL-AD(2005)018: Opinion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Election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CDL-AD(2004)043: Draft Opinion on the Proposal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Introd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Complaint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CDL-AD(2004)042 Opinion on the Draft Federal Law amending the Federal Law “on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Organisation of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ve) and 

Executive State Authorities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Federal Law “on Fundamental Guarantees of Russian Federation Citizens’ Electoral 

Rights and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a Referendum” adopted by the Commission at its 61st 

Plenary session (Venice, 3-4 December 2004)  

CDL-AD(2004)033: Opinion on Human Rights in Kosovo: Possible Establishment of 

Review Mechanisms  

CDL-AD(2004)011: Amicus Curiae Opin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Defamation with Respect to Unproven Defamatory Allegations of 

Fact as Request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Georgia  

CDL-AD(2003)018: Opinion on the Possible Need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CDL-AD(2003)015: Joint Final Assessment of the Electora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by th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ODIHR), of 

the OSCE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Council of Europe) also CDL (2003) 054  

CDL-AD(2003)002: Opinion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of the Chechen Republic  

CDL(2002)131: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Draft Election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nd CDL(2002)136: Comments on the Draft Election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CDL-AD(2002)013: Guidelines on Elections (as member of the Council for Democratic 

Elections)  

CDL-AD(2002)027: Opinion on the Law on Assemblie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also CDL (2002) 122: Comments on the Law on Assemblie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CDL-AD(2002)011: Opinion on the “Draft Proposal for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also CDL (2002)083  

http://www.venice.coe.int/
http://www.venice.coe.int/
http://www.venice.co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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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L(2002)046: Comments of the Venice Commission’s Working Group on the 

amended Draft Constitutional Law on Regulation of the Exercise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in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CDL(2002)005: Opinion on the Draft Law on the Agency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for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CDL(2001)107: Ukraine: Preliminary Comments on the Law on Elections of People's 

Deputies  

CDL(2001)085: Opinion on the Draft Law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  

CDL(2001)047: Opinion on the Bill on the Regulation and Functioning of the 

Parliamentary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s of the Republic of Albania  

CDL(2002)025rev: Draft Opinion: Draft Law o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lso CDL (2002)023, CDL-INF (2001)028 and CDL (2001)110  

CDL(2000)091: Draft Law on the Organisation and Functioning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Republic of Albania  

CDL(2000)063: Law o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CDL(2000)057: Re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Preliminary Opinion on the Issue of Shared Competences  

CDL-INF(2000)017: Law o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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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娅·塞布廷德(乌干达)  

[原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现任职务和司法工作经验：朱莉娅·塞布廷德法官于 2011 年经常设仲裁法

院的乌干达国家团体提名，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选举成为国际法院法官，

如今她在国际法院的首个任期行将届满。她作为国际法院法官对国际社会做出的

贡献令乌干达国家团体留下了深刻印象，该团体深信她的连任有助于巩固国际社

会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5 所取得的成绩。因此，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五届

会议期间，乌干达国家团体决定提名她竞选连任国际法院法官。 

 朱莉娅·塞布廷德法官是连任国际法院法官的杰出人选，这一点可由其简历

佐证。她在国际和国内司法领域拥有超过四十一(41)年的工作经验，是一位建树

颇丰的法官和法学家。她熟稔国际公法，拥有在国际法院工作的一手经验。自 2012

年就任国际法院法官以来，她担任过法院多个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法院二

十八(28)份判决、六十五(65)份命令和一份咨询意见的起草，并在多起案件中担任

起草委员会成员。 

 过去六年中，作为法院预算和行政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她带头开展法院的内部

改革工作，引导法院首次建立起有效的员工内部司法系统，并增进了预算和行政问

题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另外，她过去四年历任法院信息技术委员会的委员，现任

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在法院推动建立了安全高效的信息技术系统。她还曾两次担

任《国际法院规约》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简易程序分庭成员。塞布廷德法官是非洲国

际法研究院(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Institut Africain de Droit International)

院士，她积极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提高公众对国际法院的认知，以此促进国际公

法的传播。 

 资历与能力：朱莉娅·塞布廷德法官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尊重

多样性并严守保密准则。她致力于通过司法途径裁决和化解国内、地区和国际层

面的法律争端，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她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能够发挥管理能力，

践行联合国核心价值。她在国际公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等领域学识渊博，

拥有拟定和解释条约、议定书、双边和多边协定以及法律法规的丰富经验，并且

对起草判决、裁定和咨询意见驾轻就熟。她还在主持审判、上诉和替代性争议解

决方面具有广泛的经验。 

 塞布廷德法官能够熟练应用法院的数据库和相关技术(包括 MS Word、Case-map、

Live note、Power Point、TRIM、Ringtail、Excel、iAnnotate 和 harmon.ie 等)。她能在

工作压力下分清主次，即使工期紧张也能保质保量。她乐于团结协作，具备优异

的沟通、组织、领导和分析能力，能够在必要时作出艰难抉择。塞布廷德法官以

优异的成绩取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并拥有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法

学学士学位和乌干达法律发展中心颁发的法律实务研究生文凭。因其在法律和司

法领域的杰出贡献，塞布廷德法官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过多项荣誉和奖项，包括

爱丁堡大学 2009 年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和乌干达恩库巴大学 2013 年颁发的

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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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司法和法律职务：塞布廷德法官曾于 2005 至 2012 年间担任设于弗里敦

和海牙的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分庭主审法官，主持审理了多起涉及战

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重大案件。1996 年至 2012 年，她还曾担任乌干达高等法院

法官，负责受理民事、刑事一审和上诉案件。任职于乌干达高等法院期间，塞布

廷德法官主持开展了三个司法调查委员会对乌干达政府关键部门的腐败调查，她

的工作和建议促使乌干达政府做出了打击和消除腐败的重大改革(1999-2004 年)。

她还曾于 1998 年至 2004 年间担任乌干达高等法院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1 年至 1996 年，在纳米比亚共和国独立之际，塞布廷德法官在英联邦技

术合作基金(Commonwealth Fund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的支持下担任该国立

法顾问，负责审查、革新种族隔离时期的法律和培训纳米比亚立法工作人员。1978

年至 1990 年，她在乌干达司法部担任检察官和议会法律顾问。她 1979 年获得乌

干达律师执业资格并注册为乌干达法院的律师。 

 1996 年至 2012 年，在国际女性法官协会的组织下，她参与了对东非法官、

治安法官和律师助理在适用区域和国际人权条约方面的培训。2008 至 2012 年间，

她还曾担任位于 Stadschlaining 的奥地利和平与争端解决研究中心国际平民维持

与建设和平培训项目的培训师和顾问。1980 年至 1990 年，她还对非洲一些区域

机构的成立和精简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和

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组织(IGADD)，期间，她担任多个法律委员会的立法顾问，负

责为这些机构起草和修订创设机构的条约、文书、规则和条例。 

 参与审结的国际法院案件：就任国际法院法官以来，塞布廷德法官参与了法

院 28 份判决、65 份命令和 1 份咨询意见的起草，包括： 

•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赔偿问

题)，2012 年 6 月 19 日的判决 

• 有关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实体问题，2012 年

7 月 20 日的判决 

• 领土争端和海洋划界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实体问题)，2012 年 11 月

19 日的判决 

• 边界争端(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实体问题，2013 年 4 月 16 日的判决 

• 请求解释 1962 年 6 月 15 日对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所作判决(柬

埔寨诉泰国)，实体问题，2013 年 11 月 11 日的判决 

• 海洋争端(秘鲁诉智利)，实体问题，2014 年 1 月 27 日的判决 

• 南极捕鲸(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诉讼)，实体问题，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判决 

•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实体问

题)，2015 年 2 月 3 日的判决 

• 出入太平洋的协谈义务(玻利维亚诉智利)(初步反对意见)，2015 年 9 月

24 日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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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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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哥斯

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实体问题，2015

年 12 月 16 日的判决 

• 尼加拉瓜海岸 200 海里以外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大陆架划界问题(尼加

拉瓜诉哥伦比亚)(初步反对意见)，2016 年 3 月 17 日的判决 

• 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受侵犯的指控(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初

步反对意见)，2016 年 3 月 17 日的判决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谈判义务(马绍尔群岛诉印度)(管辖权和

可受理性)，2016 年 10 月 5 日的判决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谈判义务(马绍尔群岛诉巴基斯坦)(管辖

权和可受理性)，2016 年 10 月 5 日的判决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谈判义务(马绍尔群岛诉联合王国)(管辖

权和可受理性)，初步反对意见，2016 年 10 月 5 日的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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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贾达夫案(印度诉巴基斯坦)(临时措施)，2017 年 5 月 18 日的命令 

•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划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波蒂略岛北部的陆

地边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实体问题，2018 年 2 月 2 日的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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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问

题)，2018 年 2 月 2 日的判决 

• 豁免和刑事诉讼(赤道几内亚诉法国)(初步反对意见)，2018 年 6 月 6 日

的判决 

• 出入太平洋的协谈义务(玻利维亚诉智利)(实体问题)，2018 年 10 月 1 日

的判决 

• 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2019 年 2 月 25 日的咨

询意见 

• 贾达夫案(印度诉巴基斯坦)，实体问题，2019 年的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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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反对意见)，2019 年的判决 

• 印度洋海洋划界(索马里诉肯尼亚)(实体问题)，2020 年的判决 

•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赔偿问题)，2020 年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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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和教育背景 

 朱莉娅·塞布廷德法官出生于 1954 年 2 月 28 日，已婚，有两个女儿，一个

外孙。 

 学历和职业资格：塞布廷德法官的学历和职业资格如下： 

• 爱丁堡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优秀毕业生)(1990 年，英国苏格兰) 

• 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77 年) 

• 乌干达法律发展中心法律实务研究生文凭(1978 年) 

• 获得乌干达律师执业资格并注册为乌干达法院的律师(1979 年) 

•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和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一道颁发的法律起草证书

(1983 年) 

• 新加坡哈盖领导力研究院高级领导力研修证书(1998 年) 

• 乌干达管理学院计算机编程和法院数据库操作证书(包括 MS Word、

Excel、PowerPoint、Live note、Case Map、TRIM 和 Ringtail)(1997 年) 

• 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国家司法学院替代性争议解决技巧证书(1997 年) 

• 乌干达布多国王学院东非高级(剑桥)教育证书(1973 年) 

• 乌干达加亚扎中学东非普通(剑桥)教育证书(1971 年) 

• 乌干达恩德培维多利亚湖小学毕业证书(1967 年) 

职业履历与成绩 

 联合国支持设立的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国际法官(2005-2011 年)：塞布廷德

法官在这一混合型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分庭担任法官 7 年，该法庭是为审判 1996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2 月塞拉利昂内战期间对塞拉利昂人民犯下战争罪、危害人

类罪和其他严重犯罪的首要罪犯而设立的。该法庭起诉并审判了 11 名嫌犯，为

不计其数的冲突受害者伸张了正义，并为终结有罪不罚现象作出了巨大贡献。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分庭主审法官(2007-2008 年；2010-2011 年)：

第二审判分庭在历史上首次宣判“利用童兵”和“强迫结婚”的行为构成危害人

类罪。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也是首个因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审判在任国家元首

(利比里亚的查尔斯·甘凯·泰勒)的国际刑事法庭。塞布廷德法官主审了检察官

诉 Brima 等人案(SCSL0416-T)(2007-2008 年)和检察官诉查尔斯·甘凯·泰勒案

(SCSL-03-01-T)(2008-2011 年)。她在这两起案件中负责主持庭审并管理审判，包

括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护受害人和证人的安全。她还起草了法庭历史上两份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以及 800 多份中间裁决和意见。 

 乌干达高等法院法官(1996-2012 年)：塞布廷德法官在乌干达高等法院负责

裁定和解决民事、商事、家政和家庭纠纷，提起刑事诉讼以及处理对治安法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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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刑事判决的上诉和改判。她的职责还包括管理审判和主持庭审。她在 1996 到

2004 年间起草并作出了 2 400 多份判决和 2 500 多份中间裁定。 

 另外，她还主动监督司法系统法官的待遇问题，改善其工作环境。她带领所

有法官接受电脑技能培训，从丹麦国际发展署筹集资金为每位法官配置了电脑，

提高了司法系统的工作效率。在开展此志愿活动时，她在司法系统中年龄最小、

资历最浅，因其主动精神和对法官福利与效率的贡献受到了首席大法官的表彰。 

 1998 年至 2002 年，她还担任司法系统技术规划委员会领导人，负责拟定乌

干达司法系统法庭文件和庭审记录数据化战略计划，以此取代人工法庭记录及数

据管理系统，从而提高了司法系统的效率，完善了数据管理。 

 1996 年至 2012 年，作为“司法平等项目”的一部分，在乌干达全国女法官

协会与国际女法官协会的联合组织下，塞布廷德法官参与了对东非法官、治安法

官和律师助理在适用区域和国际人权条约方面的培训，促进了东非地区的司法公

正。2008 年至 2012 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支持下，她就各种法律专题培训了乌

干达国际法研究所的国际学生。她还担任过位于 Stadschlaining 的奥地利和平与

争端解决研究中心国际平民维和与建设和平培训项目的培训师和顾问。鉴于她在

司法系统的廉洁自律、专业精神与杰出服务，在其正常司法职责之外，乌干达总

统分别于 1999 年、2001 年和 2002 年委任她领导三个高级调查委员会。这些工作

对她的专业精神、勇气、领导水平和道德操守提出了最高标准的要求。 

 乌干达警察部门腐败调查委员会负责人(1999-2000 年)：该委员会调查了针对乌

干达警察部门总体和具体的腐败和管理不当指控，尤其是对刑事侦查部高级官员

的指控。塞布廷德法官撰写了 3 000 页的报告，该报告引领了乌干达追诉腐败官

员、改进管理、提高警察部门的效率与效力以及改进刑事侦查和人权领域的工作

效果等重大改革措施。 

 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调查委员会负责人(2001-2002 年)：该委员会调查并核实了国

防部 1997 年购买四架总价值 1 290 万美元的 MI-24 武装直升机的情况。塞布廷德

法官撰写了 1 000 页的报告，为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精简采购流程、增加透明度、

加强问责机制以及惩处涉案官员等重大改革奠定了基础。 

 乌干达税务局腐败指控司法调查委员会负责人(2002-2004 年)：该委员会调查了

对乌干达税务局提出的 500 多起总体和具体的腐败和管理不当指控。塞布廷德法

官撰写了 3 000 页的报告，为乌干达税务局惩处涉案官员、提高税收和工作效率

以及消除腐败等重大行政改革奠定了基础。 

 新独立的纳米比亚共和国英联邦立法顾问(1991-1996 年)：塞布廷德法官当时在

新独立的纳米比亚共和国就如何制定并执行立法政策为其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她

还担任纳米比亚议会的首席法律顾问，负责废除落后的种族隔离立法，起草新法

案，并通过培训纳米比亚立法工作人员发展纳米比亚后备人才。 

 乌干达司法部国家特等检察官和议会法律顾问(1978-1990 年)：塞布廷德法官当

时负责拟定并发布乌干达政府的重大立法及附属条例，为国会和行政部门提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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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并将政府的立法政策转化为立法议案，最终通过国会审核形成法案。1980

至 1990 年间，她还担任过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和政府间抗旱与

发展组织(IGADD)的立法顾问，并参与起草修订了这些机构的条约、议定书、规

则和条例。她还担任过乌干达法律发展中心的讲师，为研究生讲授立法起草和议

会程序课程。 

代表性著作和讲座 

 塞布廷德法官撰写过诸多文章并发表过一系列公开讲座，包括： 

•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的海洋划界”(代表非洲国际法研究院开展的 3 场

系列讲座，2018 年 4 月) 

• “国际法院成立 70 周年：追究主权国家侵犯人权的责任”(冰岛雷克雅

未克，2016 年 4 月) 

• “‘我们人民’：联合国成立70 周年”(联合国70 周年纪念，海牙) 

• “和平协议的谈判、起草与执行”(沙卜泰·罗森纪念讲座，海牙国际法

学院，2017 年 3 月) 

• “走进镜中：世界法庭司法价值寻踪”(美国国际法学会，华盛顿，2016

年 4 月) 

• “战争、外交与和平：国际法院与非洲”(津巴布韦哈拉雷，2013 年 11 月) 

• “国际刑事司法：平衡相互矛盾的利益——辩护律师和受害人与证人律

师面临的挑战”(在国际刑事法院第八次律师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海牙，

2010 年 5 月) 

• “安全领域的改革：转型正义文件——女性的机遇”(奥地利 Stadschlaining，

2010 年 11 月) 

• “庆祝《罗马规约》十周年：乌干达是否有理由加入其中？”(Abu Mayanja

纪念讲座，乌干达坎帕拉，2008 年 9 月) 

• “战争罪法庭外联的重要性”(战争与和平报告研究院，海牙分会，2008

年 4 月) 

• “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问责：塞拉利昂和乌干达的案例研究”(奥地利

Stadschlaining，2008 年 10 月) 

• “推进 21 世纪非洲的法治”(律师国际第四次全球评议会，美国弗吉尼

亚，2004 年 11 月) 

• “履行职责：打击腐败”(南非基督教领导会议，南非共和国比勒陀利亚，

20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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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与奖项 

 塞布廷德法官曾因对社会的杰出贡献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过多项荣誉和奖项，

包括： 

• 因在国际司法和人权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爱丁堡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

博士学位(2009 年 6 月)。 

• 因在国际司法和人权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乌干达恩库巴大学颁发的荣

誉法学博士学位(2013 年 9 月)。 

• 乌干达国际保健科学大学名誉校长，该校主要培养医学领域的本科生和

研究生(2008 年 6 月至 2015 年)。 

• 乌干达穆特萨一世皇家大学名誉校长(2015 年 6 月至 2020 年)。 

• 美国国际法学会“国际法学界的女性”兴趣小组为表彰其“卓越贡献”

而颁发的国际法杰出女性奖(2014 年 4 月)。 

• 乌干达法学会为表彰其“卓越贡献”而颁发的杰出成就奖(2012年 10月)。 

• 瓦里德杰出女性奖(2012 年)。 

• 她是律师国际华盛顿大会行善者奖仅有的两位非洲获奖者之一(2004 年 10

月)。律师国际(Advocates International)是一个由超过 135 个国家的 50 000

多名法律从业者(包括学者、法律学生、议员、法官和执业律师等)组成

的全球律师网络。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推动宗教自由、人权、和解、

正义、道德以及信仰和实践的结合”。 

• 入选美国传记学会 2000 年 10 月出版的第七期 2000 年国际专业名人录。

这期名人录对她的传记作了专题报道，她被赞誉具有“非凡的职业成就

与杰出的社会贡献”。 

• 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亲善大使，她负责的项目主要关注生殖健

康、人口发展战略和宣传。 

• 因“廉洁自律、杰出的贡献和对乌干达社会的深远影响”入选 2000 年

非洲年鉴百强非洲人。此次评选的标准是个人的具体成就，尤其是对多

数人的影响(2000 年 3 月)。 

• 因“职业成就和对国内国际社会的贡献”，成为迄今为止首位也是唯一

一位乌干达英国校友会校友终生成就奖获得者(2006 年 6 月)。 

• 因“对乌干达人民全心全意的模范服务”，荣获乌干达东坎帕拉扶轮社

职业奖(1999 年 7 月)。 

• 因“履行职责时的高度奉献精神、廉正自律与一如既往的态度”，荣获

坎帕拉中央扶轮社职业奖(199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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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对乌干达民族的杰出贡献”荣获布多国王学院优秀奖(2012年 3月)、

加亚扎中学优秀奖(2000 年 4 月)。这是两所学校为表彰在自己岗位上表

现杰出、为后人树立榜样的校友而颁发的奖项。 

• 因“在乌干达反腐运动中的巨大贡献”，荣获乌干达债务网证书(2000 年

10 月)。 

• 因“在促进乌干达正义事业中展现的勇气和模范带头作用”，荣获乌干

达法学会特别奖(2001 年 6 月)。 

• 作为乌干达妇女律师代表参加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联合

国妇女十年”开幕式(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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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娅·塞尔希奇(克罗地亚) 

[原件：英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6 年 5 月 12 日，萨格勒布。 

职位：克罗地亚共和国萨格勒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主任、国际法教授； 

国际公法和私法研究所所长(2015-2019 年)； 

负责国际合作的副院长(2019 年至今)。 

大学教育：萨格勒布大学法学院学士(1980 年)、硕士(1987 年)、博士(1991 年)； 

律师资格考试：1982 年； 

专业和研究访问，除其他外包括：达尔豪斯大学莱斯特·皮尔逊研究所(1986 年，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卢森堡大学中心(1983 和 1984 年)、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

究所(1985 年，塞萨洛尼基)、阿瑟研究所(1988 年，海牙)、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4 年，海牙)、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

所(1995、1998 年，海德堡)； 

受邀在研究生课程和国际会议上担任讲师和发言，包括在阿纳卡普里、巴埃萨、

巴塞罗那、日内瓦、热那亚、伦敦、卢布尔雅那、那不勒斯、巴勒莫-阿格里真托、

突尼斯； 

联合国国际法视听资料室，讲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与反恐战争”

(http://legal.un.org/avl/faculty/Sersic.html)； 

杜布罗夫尼克大学校际中心海洋法研究生课程联合主任(1992-2001 年)。 

  在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担任政府代表： 

2007-2013 年在国际法院审理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克罗地亚

诉塞尔维亚)一案中，担任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共同代理人； 

2008 和 2014 年在国际法院的口头诉讼中担任克罗地亚共和国小组成员； 

2010-2014 年在仲裁法庭审理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之间陆地和海洋划界案中，

担任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代理人； 

2014 年，在海牙仲裁法庭的口头诉讼中担任克罗地亚小组组长。 

  多边和双边谈判经验(作为政府代表)： 

多边 

环境署/地中海行动计划： 

参加《巴塞罗那公约》及其相关议定书和《地中海行动计划》的修正进程(1994-

1995 年)； 

出席《巴塞罗那公约》及其相关议定书缔约国会议的克罗地亚代表团成员(2002-

2003 年)； 

http://legal.un.org/avl/faculty/Sersic.html
http://legal.un.org/avl/faculty/Sersic.html
http://legal.un.org/avl/faculty/Sers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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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的克罗地亚代表团成员(1995-1998 年)； 

教科文组织《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 

参与修订 1954 年教科文组织《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和通

过 1999 年公约议定书的进程(1995-1999 年)； 

1954 年教科文组织《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 1999 年议

定书主席团成员(2010-2014 年)。 

双边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混合法律专家组成员，负责准备向国际法院提交克罗地亚

共和国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之间的划界争端(2007-2008 年)； 

国际法院审理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海洋划界案法律程序筹备工作混

合委员会成员(2009-2011 年)。 

专业活动和参加的专业组织： 

国际机构的成员资格，除其他外包括， 

1997-2010 年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

洋法专家咨询机构成员； 

1998-2008 年 欧洲委员会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成员；2005-2008 年

该委员会在欧盟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监测中心/欧盟基本权利署管

理委员会的候补代表； 

2002-2012 年 常设仲裁法院，自然资源和(或)环境争端仲裁任择规则仲裁员； 

2003-2006 年 欧洲法学院协会董事会成员；2004-2006 年任董事会副主席； 

2004-2006 年 欧洲科学基金会成员；社会科学常务委员会成员。 

其他，包括， 

环境署/地中海行动计划——《沿海国对污染损害的责任规则草案》专家顾问，

1996 年；沿海地区综合管理议定书可行性研究专家工作组成员，2002-2003 年；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执行国际人道法问题克罗地亚研究组组长(在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主持下开展研究，成果发表于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ume 1, Rules, eds. J-M. Henckaerts, L. Doswald-Beck, ICRC，2005)； 

克罗地亚政府制定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工作组成员(1999-2002 年)和制定国家打击

歧视战略工作组成员(2006-2008 年)。 

国际法协会、克罗地亚国际法学会(1998-2002 年任会长)、克罗地亚海事法学会、

克罗地亚法学院(2010-2018 年任副院长)成员。 

《萨格勒布法学院论文集》(2001 年)、《欧洲法律教育杂志》(2004-2008 年)、《海

事安全和安保法杂志》(2016 年至今)编辑委员会成员。 



A/75/131 

S/2020/619  

 

20-08596 36/53 

 

  出版物(部分)： 

书籍 

Theory of 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 Challe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English), co-author on international law aspects, Zagreb, 2012;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Zagreb, 2007;  

International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Zagreb, 2003;  

Environmental Law, (co-author), Zagreb, 2003.  

课本(与 B. Bakotić，B. Vukas 合著)  

International Law 1, (sources and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law of the sea, air- law, space 

law, human rights law), Zagreb, 2010;  

International Law 2,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 Zagreb, 

2012;  

International Law 3,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law of armed conflicts), 

Zagreb, 2006;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iber Amicorum Budislav Vukas, ed. 

with R. Wolfrum and T.-M. Šošić, Brill, Nijhoff, Leiden, 2016.  

论文和书籍章节 

“Pollution from Offshore Activit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Prevention and Liability”, (in 

English), Liber Amicorum Mirjam Škrk and Borut Bohte, Ljubljana, 2020;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ctual Problems”, Protection of the Seas, ed. J. 

Barbić, Croat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Zagreb, 2017;  

“Due Diligence: Fault-based Responsibility or Autonomous Standard”, (in English),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iber Amicorum Budislav Vukas, eds: 

R. Wolfrum, M. Seršić, T.-M. Šošić, Brill, Nijhoff, Leiden, 2016;  

“Diplomatic Protection”, Liber Amicorum Krešimir Sajko, Zagreb, 2012;  

“International Law and Special Regimes”,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ed. I. Šimonović, Zagreb, 2012;  

“Neutrality at Sea”, (in English), International Law: New Actors, New Concepts - 

Continuing Dilemmas, Liber Amicorum Božidar Bakotić, ed. B. Vukas, T.M. Šošić, Brill, 

Nijhoff, Leiden, 2010;  

“Article 51 of the UN Charter and „War” against Terrorism”, (in English)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e Future Unchained, eds. S.W. Becker, D. Derenčinović, Zagreb, 2008;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and 

Civil Liability”,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Zagreb Law Faculty (hereinafter: Collected Papers), 

2008;  

“The American Pre-emptive Strike Doctr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English), Adrias -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Institute of Croat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in Split 

(hereinafter: Adrias), 2007;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in Designing Concepts of Derive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ook XLV, Croat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Zagreb, 2007;  

“Aggression, Self-Defence and Anticipatory Self-Defence”, Collected Papers, 2007;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aw - Self-contained Regime?” Adria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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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llected Papers, 2005;  

“Countermeasures in Contemporaneous International Law”, Collected Papers, 2004;  

“The Impact of Multilateral Insurance and Compensation Funds on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Harm”, (in English), Environmental Policy: From Regulation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ed. by M. Bothe, P.H. Sand,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Principle of uti possideti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llected Papers, 2003;  

“The Adriatic Sea: Semi-enclosed Sea in a Semi-enclosed Sea”, (in English), La 

Mediterranee et le droit de la mer a l’aube du XXIe siecle, ed. G. Cataldi, Bruylant, 

Bruxelles, 2002;  

“Nuclear Tes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English), Collected Papers, 2001;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the Adriatic”, (in English), Periodicum Biologorum, 

Vol.102, Suppl.1, 2000;  

“International Crimes of States: A Separate Category of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Collected Papers, 1999;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Inju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out of Acts not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Collected Papers, 1997;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in English),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United N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roati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d. I. 

Šimonović, B. Vukas, B. Vukmir, Zagreb, 1996;  

“The 1992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Mediterranean: The 

1995 Amendments of the Barcelona Convention and its Related Protocols”, Comparative 

Maritime Law (hereinafter: CML), 1995;  

“Agenda 21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nclosed or Semi-enclosed Sea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Adriatic Sea”, (in English), Ambiente Mediterraneo e sviluppo sostenibile, Quaderno 60, 

Agrigento, 1994;  

“Oil Pollution Damage - Extent and Compensation”, CML, 1994;  

“The Crisis in the Eastern Adriatic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English),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93;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State Archives”,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the Event of 

Dissolution, ed. M. Seršić, Zakonitost, 1992;  

“Draft Protoco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against Pollution from Seabed 

Activities and Civil Liability for Pollution Damage”, (in English), Le convenzioni 

internazionali sulla protezione del Mediterraneo contro l’inquinamento marino, ed. U. 

Leanza, Rome, 1992;  

“Regional vs. Global Approach to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English), Essays 

o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2, ed. B. Vuka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990;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1982 UN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CML, 1988;  

“International Law of Fisheries and Legal Status of Fishing Vessel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1982 UN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CM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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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通卡(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和法文] 

2003 年 2 月 6 日起担任国际法院法官、法院院长(2012-2015 年)、法院副院长(2009-

2012 年)；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一案代理庭长。 

1956 年 6 月 1 日出生于斯洛伐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已婚，育有 2 名子女。 

  教育背景 

 查理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成绩优异)，布拉格(1979 年)。查理大学法律博士

(国际法)(1981 年)。查理大学国际法博士(1985 年)。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院，乌

克兰基辅(1982 年)。和平与发展法研究所，法国尼斯(1984-1985 年)。国际公法和

国际关系研究所，希腊塞萨洛尼基(1985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1988 年)。 

  曾任国家公职 

 外交部助理法律顾问(1986-1990 年)、国际公法司司长(1990-1991 年)，布拉

格。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和法律顾问(1991-1992 年)。斯洛伐克常

驻联合国大使兼副常驻代表(1993-1994年)、大使兼代理常驻代表(1994-1997年)。

外交部国际法司法律顾问及司长(1997-1998 年)；国际法律和领事事务司司长及法

律顾问(1998-1999 年)，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驻联合国大使、常驻代

表(1999-2003 年)。 

 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1986 年)。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1987-1992 年)。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和四十七届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副代表，第四十五届会议

顾问(1990-1992 年)。捷克斯洛伐克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1990-1992 年)。

出席《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马德里(1991 年)。出席欧

安会和平解决欧洲争端专家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马耳他瓦莱塔(1991

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至五十七届会议的斯洛伐克代表(1993-2002 年)，第四

十九至五十一届和第五十四至五十七届会议代表团副团长。斯洛伐克在联合国大会

第六委员会的代表(1993-2002 年)。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的斯

洛伐克代表(1993-1994 年)。出席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的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1994-

1996 年)。出席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会议的斯洛伐克代表团候补团长(1998年)。 

 在关于苏联军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谈判中，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法

律顾问(1989-1990 年)。在关于解除《华沙条约》的谈判中，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代

表团的法律顾问(1991 年)。 

  国际活动和经验 

 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核申请委员会主席(1991 年)。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工作

组主席(1995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会议主席(1996 年)。联合国大

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第六(法律)委员会主席(1997年)、第六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

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副主席(1998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九次缔约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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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1999 年)和第六次会议副主席 (1996 年)。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特设

委员会主席(2002 年)。向联合国秘书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提供咨询的大使级专

家组成员(2002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成员(1999-2003 年)、第二副主席(2000 年)、

主席(2001 年)。 

 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席(2001-2002 年；1999-2000 年任副

主席)。 

  司法、仲裁和诉讼经验 

 作为国际法院法官参与审理了下列 59 个案件(涉及 77 项裁判，并附上 22 份

个人意见；作为起草委员会成员编写了 22 份法院判决草案)： 

1. 法国国内的若干刑事诉讼程序(刚果共和国诉法国)，临时措施，2003 年

6 月 17 日命令，200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2 页。 

2. 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书，2003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161 页。 

3. 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书，2004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2 页，个别意见，第 94-98 页。 

4.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136 页。 

5.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比利时)，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79 页。 

6.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加拿大)，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29 页。 

7.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法国)，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75 页。 

8.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德国)，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720 页。 

9.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意大利)，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65 页。 

10.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荷兰)，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11 页。 

11.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葡萄牙)，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160 页。 

12.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塞尔维亚和黑山诉联合王国)，初步反对意见，判决

书，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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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某些财产(列支敦士登诉德国)，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05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6 页。  

14.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判决书，2005 年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第 168 页，声明，第 351-354 页。  

15.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新请求书：2002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书，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 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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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

和黑山)，判决书，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3 页，个别意见，第 310-

351 页。 

17.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a.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82 页； 

  b.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39 页； 

  c. 赔偿，判决书，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24 页。  

18.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洪都拉

斯)，判决书，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59 页。 

19. 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a.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32 页，声

明，第 898-902 页； 

  b. 哥斯达黎加要求允许参加诉讼的请求书，判决书，2011 年国际法院

案例汇编，第 348 页； 

  c. 洪都拉斯要求允许参加诉讼的请求书，判决书，2011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420 页； 

  d.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24 页。  

20. 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马来西亚/新加坡)，判决书，2008 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2 页。 

21. 关于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吉布提诉法国)，判决书，2008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177 页，个别意见，第 269-277 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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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作判决(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 

  a. 临时措施，2008 年 7 月 16 日命令，200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11 页，联合反对意见，第 341-348 页； 

  b. 实体问题，判决书，200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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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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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临时措施，2008 年 10 月 15 日命令，200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353 页，联合反对意见，第 400-406 页； 

  b.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70 页，声

明，第 181-182 页。  

24.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 

  a.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0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12 页，个

别意见，第 515-523 页； 

  b.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个别意见，

第 155-167 页。  

25. 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判决书，200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61 页。 

26. 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书，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14 页。 

27. 国家的管辖豁免(德国诉意大利)： 

  a. 反诉，2010 年 7 月 6 日命令，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10 页； 

  b. 要求允许参加诉讼的请求书，2011 年 7 月 4 日命令，2011 年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第 494 页； 

  c.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9 页。 

28.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2010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403 页，声明，第 454-466 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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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临时措施，2011 年 3 月 8 日命令，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 页； 

  b. 合并诉讼程序，2013 年 4 月 17 日命令，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166 页。  

30. 请求解释 1962 年 6 月 15 日对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所作判决(柬埔

寨诉泰国)： 

  a. 临时措施，2011 年 7 月 18 日命令，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537 页； 

  b.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81 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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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判决书，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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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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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 页。 

33. 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判决书，2012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22 页。  

34. 南极捕鲸(澳大利亚诉日本)： 

  a. 新西兰宣布参加诉讼，2013 年 2 月 6 日命令，2013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3 页； 

  b.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 

35. 边界争端(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判决书，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44 页。 

36. 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建道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合并诉讼程

序，2013 年 4 月 17 日命令，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84 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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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

黎加沿圣胡安河修建道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a. 反诉，2013 年 4 月 18 日命令，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00 页； 

  b. 临时措施，2013 年 7 月 16 日命令，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230 页； 

  c. 临时措施，2013 年 11 月 22 日命令，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54 页； 

  d.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65 页； 

  e. 赔偿，判决书，201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5 页。 

38. 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建道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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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2013 年

12 月 13 日命令，201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98 页。  

39. 海洋争端(秘鲁诉智利)，判决书，201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

声明，第 74-82 页。  

40. 收缴和扣押某些文件和数据的问题(东帝汶诉澳大利亚)： 

  a. 临时措施，2014 年 3 月 3 日命令，201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47 页； 

  b. 要求修改 2014 年 3 月 3 日指示临时措施的命令的请求，命令，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56 页。  

41. 出入太平洋的协谈义务(玻利维亚诉智利)： 

  a.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92 页； 

  b. 实体问题，判决书，201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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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受侵犯的指控(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a.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 页； 

  b. 反诉，2017 年 11 月 15 日命令，201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89

页，联合意见，第 320-329 页。  

43. 尼加拉瓜海岸 200 海里以外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大陆架划界问题(尼加

拉瓜诉哥伦比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100 页。  

44. 关于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义务(马绍尔群岛诉印

度)，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55 页，

个别意见，第 300-313 页。 

45. 关于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义务(马绍尔群岛诉巴

基斯坦)，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52

页，个别意见，第 594-607 页。  

46. 关于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义务(马绍尔群岛诉联

合王国)，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33

页，个别意见，第 885-899 页。  

47. 豁免和刑事诉讼(赤道几内亚诉法国)，临时措施，命令，2016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1148 页。  

48. 印度洋海洋划界(索马里诉肯尼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7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  

49.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波蒂略岛北部的

陆地边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a. 合并诉讼程序，命令，201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1 页； 

  b. 判决书，201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9 页，声明，第 228-230 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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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临时措施，命令，201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4 页，声明，第

150-154 页； 

  b. 初步反对意见，2019 年 11 月 8 日判决书，个别意见(9 页)。 

51.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卡塔尔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 临时措施，2018 年 7 月 23 日命令，201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06 页，联合声明，第 435-437 页； 

  b. 临时措施，2019 年 6 月 14 日命令，联合声明(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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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违反 1955 年《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的指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诉美利坚合众国)，临时措施，命令，201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24 页。 

53. 某些伊朗资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初步反对意见，2019

年 2 月 13 日判决书，联合个别意见(5 页)。 

54. 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2019 年 2 月 25 日咨询意见，

声明(4 页)。 

55. 贾达夫(印度诉巴基斯坦)，2019 年 7 月 17 日判决书。 

56.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冈比亚诉缅甸)，临时措施，2020

年 1 月 23 日命令。 

57. 关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八十四条规定的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管辖

权的上诉(巴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诉卡塔尔)(正在

审议)。 

58. 关于 1944 年《国际航空过境协定》第二条第二节规定的国际民航组织理事

会管辖权的上诉(巴林、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诉卡塔尔)(正在审议)。 

59. 1899 年 10 月 3 日仲裁裁决(圭亚那诉委内瑞拉)(正在审议)。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斯洛伐克)一案中，担

任斯洛伐克的代理人(1993-2003 年)。 

 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审理的 ARB/97/4 号捷克斯洛伐克贸易银行诉斯洛

伐克共和国一案(管辖权)中，担任斯洛伐克的专家(1997-1999 年)。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法官(1994 年起)。莱茵铁路案(比利时/荷兰)(2003-2005 年)

和解释仲裁法庭裁决一案(2005 年)的仲裁员。仲裁法院审理印度河基申甘加工程

仲裁案(巴基斯坦诉印度)的法官(2010-2013 年)。 

 入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提名的仲裁员名单(2004 年起)和解决

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员名单(2005 年起)。 

  学术活动   

 查理大学国际公法讲师(1980-1984 年)、高级讲师(1984-1991 年)，布拉格。

夸美纽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公法通识课程，布拉迪斯拉发(1998-1999 年)。 

 在下列院校机构开设讲座：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学院、哥伦比亚法学院、科隆

法学院、捷克国际法学会、爱沙尼亚律师协会(塔尔图)、日内瓦国际法委员会研

讨会、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格拉斯哥大学、瓜达拉哈拉大学(墨西哥)、

海牙国际司法研究所、剑桥劳特帕赫特研究中心、忠南国立大学(大韩民国大田)、

韩国国际法学会(首尔)、海得拉巴国家法律研究院(印度)、马捷贝尔大学、卢森堡

马克斯·普朗克程序国际法研究所、纽约大学法学院、牛津大学辩论社、泛欧大

学法学院、波兰国际法学会和波兰宪法法庭、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斯洛伐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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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学会、斯德哥尔摩大学、海牙应用科学大学、哈佛法学院、巴黎西郊南泰尔

大学(拉德芳斯)、维也纳大学、韦伯斯特大学、莱顿大学和乌特勒支大学。 

 2012 年在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中国)开设讲座“国际法院与国际法委员

会：两者在国际法发展中的作用和互动”。应邀于 2023 年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开

设特别课程。 

 2013 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办首次希尔丁·埃克纪念讲座，2014 年在美洲

国家组织举办第 54 届美洲讲座，2019 年在美国国际法学会第 113 届年度会议上

举办第七届查尔斯·布劳尔年度国际争端解决讲座。 

 为联合国视听图书馆录制讲座“国际法院对海洋划界法发展的贡献”、“作为

向国际法院提交争端的方式的特别协定”和“和平宫百年纪念”。 

  学会和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法学会会员(1981-1992 年)和秘书(1986-1991 年)。国际法

协会捷克斯洛伐克分会会员(1988-2001 年)和秘书(1988-1991 年)。斯洛伐克国际

法学会会员(1982 年起)和名誉主席(2003 年起)。美国国际法学会会员(2000 年起，

2015 年起任顾问)。欧洲国际法学会会员(2004 年起)，国际法研究院联系院士(2011

年 9 月在罗得会议上当选)，中殿律师学院(伦敦)名誉学院监督(2013 年)。印度国

际法学会名誉会员(2015 年)。国际法协会斯洛伐克分会会员(2017 年)。 

 由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的《律师》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1990-1991 年)。

特尔德斯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监事会成员(2006-2013 年)。卡罗来纳大学法学学报

委员会成员(2008-2014 年)。莱顿大学国际航空和航天法研究所咨询委员会主席

(2017 年至今)、成员(2008 年)。《捷克国际法年鉴》咨询委员会成员(2009 年至今)。

查理大学法学院科学理事会成员(2010-2016 年)和名誉成员(2016 年)。《解决投资争

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商投资法学刊》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2012 年)。《德国航空

和航天法杂志》委员会成员(2012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理事会成员(2013 年)。查理

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2015 年)。《东欧人权年鉴》咨询委员会成员(2016 年)。 

  出版物 

 撰写关于国际法编纂的博士论文(1984 年，查理大学，布拉格)、以斯洛伐克

语或捷克语撰写关于国际法编纂形式、国际法院、和平解决欧洲的国际争端、设

立国际刑事法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一系列文章；合著《欧洲

共同体法研究文集》(1991 年)。 

  英文或法文论文：  

“The First Site Visi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Fulfilment of its Judicial 

Fun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2, 1998, (co-authored with 

S. Wordsworth).  

“Major Complexities Encountered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Making 

Bett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t 50, 1998.  

“The Special Agreement”, Liber Amicorum Judge Shigeru Oda (N. Ando, E. McWhinney 

and R. Wolfrum, eds.), Vol. 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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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n tant que l’Organe judiciaire principal des Nations 

Unies, Commentaire sur l’article 92 de la Charte”,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J.-P. Cot, A. Pellet and M. Forteau, eds.), 3rd ed., Vol. II, 

2005.  

“Comment on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Unit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 Zimmermann, R. Hofmann, eds.), 

2006.  

“Are States Liable for the Acts of their Instrumentalities?”, State 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E. Gaillard, ed.), 2008.  

“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 Brill, 2011 

(coauthored with G. Hernández).  

Elettronica Sicula Cas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 Wolfrum, 

ge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Fisheries Jurisdiction Cases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Iceland),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 Wolfrum, ge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Frontier Dispute Case (Burkina Faso/Republic of Mali),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 Wolfrum, ge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overeignty over Certain Frontier Land Case (Belgium/Netherlands),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 Wolfrum, ge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e Guyana-Suriname Arbitration;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Toward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CA Awards Series, The Hague, 2012.  

“Les affaires africaines devant les Chambres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in Liber 

Amicorum en l’honneur de Raymond Ranjeva, A. Pedone, Paris, 2013 (coauthored with 

V.J. Proulx).  

“Custo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2013.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o the Law of the Sea”, The IMLI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Vol. I: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efences Based on Necessity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on Emergency 

Clause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M. 

Kinnear et al., eds.), Kluwer, 201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Transparency”, in Pocta 

(Liber Amicorum) Profesor Růžička, Kluwer, 2016.  

“Pilot Project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on State Practice Regarding State Immunities”, The 

CAHDI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d. Council of Europe), BrillNijhoff, 2016.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World Court: The Increasing 

Relevance of Codification”, The Judge and International Custom, (ed. L. Lijnzaad and 

Council of Europe), BrillNijhoff, 2016.  

“International and Municipal Law before the World Court: One or Two Legal Orders?”, 

XXXV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co-authored with J. Howley and V.J. 

Prou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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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8 du Statut de la CIJ: incomplet”,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2017.  

“The Evidentiary Practice of the World Court”, Liber Amicorum Gudmundur Eiriksson, 

Universal Law Publishing, 2017 (coauthored with V.J. Proulx).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f the Law of the Sea to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ribunal to the Rule of Law 

1996–2016, Brill, 2018.  

Gonzalo ParraAranguren (1928–2016),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77I, Pedone, 2016.  

Mohamed Shahabuddeen (1931–2018),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78I, Pedone, 2019.  

“Judge Géza Herczegh  The First Hungaria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ungar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uropean Law, 2019.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General Introduction”,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eds. A. Zimmermann, Ch. Tams) (coauthored with R. 

Jennings† and R. Higg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A Century of Dispute Settle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1919–2019):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113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9.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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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曼纽尔·乌吉拉谢布贾(卢旺达) 

 [原件：英文] 

 伊曼纽尔·乌吉拉谢布贾博士法官作为国际法官、从业者和国际法学者积累

了非常广泛的经验，因此做好了充分准备，有助其完成国际法院法官的使命。 

  教育背景 

 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爱丁堡大学法学硕士(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国际经济

法、国际环境法)、法学学位(卢旺达大学)。 

  司法职位和活动(现任和曾任) 

 东非法院院长(2014 年 6 月-2020 年 11 月)：该法院根据《设立东非法院的条

约》设立，管辖布隆迪共和国、肯尼亚共和国、卢旺达共和国、南苏丹共和国和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这 6 个东非国家；东非法院上诉分庭主审法

官(2014 年 6 月-2020 年 11 月)；东非法院法官(2013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东

非法院仲裁庭庭长(2014 年 6 月-2020 年 11 月)。东非法院规则委员会主席(2014

年 6 月-2020 年 11 月)；东非首席大法官论坛成员(2014 年 6 月-2020 年 11 月)；

英联邦地方法官和法官协会成员(2014 年至今)；东非地方法官和法官协会成员

(2014 年至今)；全球环境司法研究所临时管理委员会成员(2016 年至今)；卢旺达

最高司法委员会成员(2009-2013年)；卢旺达最高起诉委员会成员(2009-2013年)。 

  学术职位和活动 

 卢旺达国立大学/现卢旺达大学法学院院长(2009-2014 年)，卢旺达大学国际

公法和国际组织、环境法、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法教授(2008-2014 年)； 

 讲座/研讨会/会议——爱丁堡大学(教授国家责任、普遍管辖权、缔结条约和

国际环境法)(2004-2007 年)；莱顿大学法学院(附属研究员)；夏威夷大学威廉·理

查森法学院(2019 年 3 月，布赖特国际驻校法学家)；哈佛大学(2015 年)；达累斯

萨拉姆大学(2014 年)，斯特拉斯莫尔大学(2015 年)；金达尔全球法学院，兼职教

授(2017 年至今)；卡塔尔大学法学院(2018 年 11 月，国际法学院协会会议系列)；

开普敦大学法学院(2018 年，非洲法学院领导力论坛)；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廷斯

法学院(2016 年国际法学院协会会议系列)；纳瓦拉大学(2017 年 12 月)；乌特勒支

大学(博士考试，2015 年)；亚的斯亚贝巴大学(2018 年 12 月)；隆德大学罗尔·瓦

伦堡学院(2018 年 3 月)；马库米拉大学法学院(2016、2017 年)；坦桑尼亚司法行

政学院(2017 年)；乌干达司法培训学院(2018 年)；肯尼亚司法培训学院(2017 年)；

非洲国际法研究院(2016、2017 年)。 

  多边/双边谈判和机构 

 东非一体化各方面谈判卢旺达代表团成员(2009-2011 年)；北部走廊谈判卢旺

达代表团成员兼法律顾问，谈判涉及下列方面：《政治一体化协议》、《共享和平与

安全条约》、《基础设施协议》(2012-2013 年)；编写《巴西利亚水司法法官宣言》

(2018 年)、《非洲司法部门加强环保行动马普托宣言》(2018 年)和《世界环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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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2016 年)的法官小组成员；若干多边谈判的法律组组长(2008-2010 年)；提

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卢旺达 2012 年《普遍同行审议》的编制小组成员(2012 年)； 

  参加的专业组织 

 《东非法律报告》编辑委员会主席(2014 年 11 月至今)；《卢旺达大学卢旺达

学报》成员、创始编辑成员(2009 年至今)；《马库米拉法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非洲法律研究期刊》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国际法学院协会司法理事会成员

(2016 年至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法委员会成员；生态论坛(中国)国际

咨询委员会成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研究员；特许仲裁员协会成

员；有效解决争端中心认证调解员。 

  过去的专业活动 

 东非共同体，东非共同体首脑会议任命的专家组成员，负责就如何建立更多

的区域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盟以及起草联邦宪法范本提供咨询建议(2008-2012 年)；

卢旺达法律和宪法委员会：2003 年《卢旺达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顾问和团队成

员(2001-2003 年)；卢旺达环境管理局：环境法和国际条约、公约、议定书本地化

问题法律顾问，在多边谈判中担任法律组组长。卢旺达国立大学(现卢旺达大学)：

为大学提供国际协议、合同、伙伴关系和就业等方面的咨询建议(2008-2013 年)；

爱丁堡大学：国际法讨论组召集人(2004-2007 年)； 

  最新部分工作成果 

East African Community Law: Institutional, Substantive and Comparative European 

Union Law, Brill Nijhoff, 2017, (E. Ugirashebuja, J. Ruhangisa, T. Ottevenger, A. 

Cuyvers ed.); Reviewing the Nile in the Light of New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08; East African Court of Justice Law Reports, Vol. I and 

II, EAC& Raoul Wallenberg, 2016, (General Editor); Addressing Fears,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of the East African Federation, EAC, 2011, E. Ugirashebuja et.al; Study of 

the Legal Framework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pplicable to European 

Enterprises Operating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0, 

(Rapporteur) in A. Boyle, D. Augenstein, N. S. Ghaleig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search Assistant), P. Birnie, 

A.Boyle, C. Redgwel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nvironmental Jurisprudence 

Affecting Water”, 48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10230; African Law Study Library, 

Vol. 18,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3, E. Ugirashebuja and H. Hamann (ed.); P, E. 

Ugirashebuja et.al; ”International Legal and Justice Systems”, Collected Courses 

Centre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Rwanda, 2013; E. 

Ugirashebuja, “Access to Justice in Africa”, Conference on The Role of Access to Justic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iversity of Navarra,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panish Bar Association, 2017 (Forthcoming in a 

Book by P. Duran and J. Cianciardo (ed.), Access to Justice, Spanish Publisher 

Aranzadi); University of Hawai’i,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Supreme Court 

State of Hawaii Lectures and Conference Series as a Bright International Jurist in 

Residence, 2019: “International Justi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SDG 16: Universal 

Access to Justice in Rwanda”; “Reconciliation in Rwanda: Justice and Tolerance in the 

Aftermath of Genocide”; ”Judicial Renewal in the East Africa: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digenous Rights and Sustainability; “Judg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Creating a Just and Safe Place for Humanity”; Special Presentation to the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 of Hawai’i, “Creating a New Constitu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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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termath of the Genocide Against the Tutsis in Rwanda and Lessons for other 

Countries”;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ast African Court of Justice”, Dialogue with 

COMESA Court, 2019; ”The Judiciary and Human Rights”, Reflection o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t 70 Years, University of Addis Ababa, 2018; ”The Rol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nhanc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he East 

African Chief Justices’ Forum, 2018;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 Justice Systems”, 

Common Wealth Magistrates and Judges Association, Brisbane Australia, 

2018; ”Judiciary and the Environment: Adjudicating Our Futur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Washington, 2018; ”Distributing Justic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Domestic Justice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ayamo Foundation, 

2018; ”Greening the Judiciaries in Africa”;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he Twelfth Session of the Brandei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Judg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thics, Justice and Public Life of 

Brandeis University and the PluriCourt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Legitimate Roles of 

the Judiciaries in the Global Order, University of Oslo, School of Law, 2018; ”Emerging 

Voices in Law and Leg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Challenges to the Status Quo”,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 Schools Annual Meeting, College of Law Qatar 

University, 2018; “Leg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Judiciary”, IALS African Law 

School Leadership Forum Conference on Legal Education, Centre of Comparative Law 

in Africa,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2018; ”Closing Remarks 

Refocusing Regional Trade, Energy and Arbitration”, 6th East Afric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nference, Addis Ababa,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Combatting Serious Crimes”, Judicial 

Independence- A foundation for Combatting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Rule of Law Initiative, and Wayamo Foundation, 

2017; ”Forest Conservation, Law, Policy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UNEP & National Green Tribunal, New Delhi, 

2017; ”Law, Policy and Climate Change”, 3rd Asian Judges Symposium,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Philippines, 2016; ”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Legal 

Education Globall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 Schools Annual Mee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Law, 2016;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ourts in Building Strong, Stable, and Sustainable Regional Blocs”, 

Symposium on the Rule of Law in Africa Ten Year of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Rule of 

Law Program for Sub-Saharan Africa: Result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Strathmore 

University, 2016; ”A Review of the Paris Agree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Agreement of Eleventh Session of Brandei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Judg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thics, Justice and Public Life of Brandeis University, and the 

iCourt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nternational Court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16; ”Legal Labyrinth and the Fight for Access of Africa”, 6th Annual African 

Development Conference, Harvard University, 2015; “Legal Capacity, Building, Post-

Conflict Governance, and Integrated Solutions to Leg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East 

African Region”, Lecture at the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2015;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Human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1st Africa Colloquium on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Towards Strengthen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Justice and law, UN 

Environmen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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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捍勤(中国) 

[原件：中文和英文] 

薛捍勤法官 

  基本信息： 

性别：女  

出生日期及地点：1955 年 9 月 15 日生于中国上海 

婚姻状况：已婚，有一女 

  教育背景 

1991-199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1982-198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1981-1982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进修 

1977-1980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学士 

  现任职务 

2010- 国际法院法官(2010 年 6 月 29 日当选，2011 年再次当选，2018 年
2 月 6 日起任副院长) 

  曾任职务 

2008-2010 中国驻东盟大使，外交部法律顾问 

2003-2008 中国驻荷兰大使，兼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 

1994-2003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司长 

  学术及其他职务 

2001-2010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10 年任主席) 

2019- 国际法研究院院长(2005 年起任联系院士、院士，2017 至 2019 年

任第一副院长) 

2009-2011 亚洲国际法学会会长 

1997-2013 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副会长 

2010-2016 海牙国际法学院学术委员 

2018- 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委员 

2014- 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理事 

2013 澳门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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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 

书籍： 

• 《国际法中的跨界损害问题》(英文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中国当代国际法视角：历史、文化与国际法》(英文版)，海牙国际法

学院暑期班，荷兰博睿出版社，2011 年 

• 《国际法院管辖权》(英文版)，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暑期班，荷兰博

睿出版社，2017 年 

• 《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 年，(co-authored) 

• 《中外经贸协定大全》，新华出版社，1996 年，(副主编) 

• 《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出版社，1999 年，(副主编) 

• 《国际法》，第十四章“国家责任”，邵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国家条约法与实践》(英文版)，第五章，顿肯·侯立司等编，马提尼

斯·尼豪富出版社，2005 年，(co-authored) 

• B.森《外交人员国际法与实践指南》，1987 年，(合译) 

论文： 

• “‘共同资源’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国国际法年刊》，1986 年 

• “述评有关核安全的两个公约”，《中国国际法年刊》，1987 年 

• “国际水法的相对性”，《科罗拉多国际环境政策和国际法杂志》，1992

年第 3 卷第 1 期，(英文) 

• “国家责任制度中的集体责任概念”，专题讨论发言，美国国际法学年

会，2002 年 3 月 15 日，载于《第 96 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年报》，2002

年，(英文) 

• “国际法发生了什么变化？”专题讨论：“国际法律制度的性质是否正

在改变？”，《奥地利国际法与欧洲法杂志》，第 8 期，2003 年，(英文) 

• “国家责任与‘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中国国际法年刊》，2004 年 

• “中国的开放政策与国际法”，荷兰社会研究院 2004 年系列讲座，刊载

于《中国国际法论刊》，2005 年第 4 卷，(英文) 

• “法律碎片化还是秩序碎片化？”赫尔辛基国际法大会专题讨论发言，

2007 年 2 月 23 至 24 日，《芬兰国际法年刊》，2006 年第 17 卷 

• “中国对国际法的看法”，荷兰莱顿大学格老秀斯中心讲座，2006 年 11

月 1 日，《中国国际法论刊》，2007 年第 6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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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国际条约”，《中国国际法论刊》，2009 年第 8

卷第 2 期 

联系方式 

地址：荷兰海牙 Carnegieplein 大街 2 号和平宫国际法院 

邮编：2517K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