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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24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1 日和 

7 月 1 日至 8 月 2 日，日内瓦 

  填补委员会的临时空缺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候选人名单 

1. 截至 2024 年 7 月 9 日，下列候选人名单已提交以填补黄惠康辞任后空出的

席位： 

 马新民(中国) 

2. 候选人简历见本说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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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简历* 

  马新民(中国) 

[原件：中文和英文] 

 马新民现任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2022年至今)，在国际公法、国际海洋法

等领域具有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经验。1993 年进入外交部以来长期工作在法律

外交一线，先后任外交部条法司处长、参赞、副司长，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或

成员广泛深入参与联合国、外空、海洋、南北极、网络、气候变化、国际刑事

法院、国际人权和人道等国际法领域的国际会议和条约谈判，曾代表中国在国

际法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咨询意见案(2024年)和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意

见案(2023年)出庭作口头陈述，主持中俄、中美、中英、中法、中欧等双边国际

法和海洋法磋商。曾任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大会副主席(2014-2016 年)、

BBNJ 国际协定谈判预委会主席团成员(2015-2017 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第 23 届

会议大会副主席(2017年)、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指导委

员会委员(2015 年)。 

 马新民具有在非洲、北美国家工作的外交历练，2018 年至 2022 年任中国驻

苏丹共和国大使。此前，2007 年至 2011 年任中国驻美国使馆政治处主任兼法律

参赞。还曾参与处理香港回归中国的法律事务和香港宪制事务，1995 年至 2004

年在香港先后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三秘、外交部驻香港公署二秘、

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部政治处副处长、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法律处处长。 

 马新民还广泛参与国际法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曾任亚洲国际法学会副会

长(2015-2019 年)、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2014-2018 年)，现任中国国际法学会

常务副会长。在《亚洲国际法杂志》《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国际法学刊》《海

洋政策》等国际和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六十余篇论文，参与编写多本国际法教

材和资料。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64 年 11 月 6 日 

教育与培训 

1983 年 9 月-1987 年 7 月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 

1990 年 9 月-1993 年 4 月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法硕士 

2001 年 7 月-2004 年 11 月 香港大学，英国普通法学士、研究生文凭 

2005 年 4 月 英国杜伦大学，国际海上划界培训班 

 * 简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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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7 月 美国佩珀代因大学，谈判与争议解决法培训班 

2006 年 5 月-6 月 美国国际诉讼律师学会，美国司法体系和法律制

度培训班 

2006 年 7 月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人道法培训班 

2008 年 9 月-2009 年 7 月 美国农业部研究生院，美国法律制度课程 

2009 年 11 月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政策培训项目 

主要工作经历 

1993 年 4 月-1995 年 12 月 外交部条法司司法协助与引渡处三秘 

1995 年 12 月-1997 年 11 月 香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三秘、二秘 

1997 年 11 月-1998 年 11 月 外交部驻香港公署条法部二秘 

1998 年 11 月-1999 年 12 月 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部政治处副处长 

1999 年 12 月-2004 年 11 月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研究部法律处处长 

2004 年 11 月-2005 年 6 月 外交部条法司海洋法处一秘 

2005 年 6 月-2007 年 11 月 外交部条法司国际公法处处长 

2007 年 12 月-2011 年 6 月 驻美国使馆政治处主任兼法律参赞 

2011 年 7 月-2014 年 8 月 外交部条法司参赞 

2014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 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 中国驻苏丹共和国大使 

2022 年 10 月至今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 

学术兼职 

2023 年 5 月至今 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2015 年 11 月-2019 年 8 月 亚洲国际法学会副会长 

2014 年 8 月-2018 年 12 月 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 

1987 年 8 月-1990 年 8 月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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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司法案件 

2024 年 3 月 主持起草国际法院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中国书面

意见 

2024 年 2 月 主持起草国际法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咨询意见

案中国书面意见和口头陈述稿，并代表中国出

庭陈述 

2023 年 9 月 主持起草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中

国书面意见和口头陈述稿，并代表中国出庭陈述 

参加国际会议和谈判 

联合国和相关机构 

2023 年 12 月 出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届缔约国会议，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2023 年 10 月 出席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副代表 

2023 年 10 月 出席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会议及“国

际法周”活动，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1 年-2014 年以及 2017 年 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第 10、11、12、13、16 届缔

约国大会，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团长 

2011 年 10 月 出席联合国荒漠化公约缔约国大会第 10 届会

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2007 年 4 月 出席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责任特设

委员会首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2005 年-2007 年 出席第 60 届、61 届和 62 届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

会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2005 年 10 月 出席《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特委会会议，中国

代表团团长 

外空 

2015 年 11 月 出席联合国“第一次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

50 周年”规划指导委员会会议暨高级别论坛筹

备会议，规划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5 年 6 月 出席联合国外空委第 58 届会议，大会副主席兼

报告员、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2 年-2014 年 出席联合国外空委第 55、56、57 届大会，中国

代表团副团长 

2006 年-2007 年 出席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第 45、46 届

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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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极地 

2018 年 9 月 出席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

谈判第一次政府间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6 年 3 月-2017 年 7 月 出席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

谈判预备委员会第一至第四次会议，预委会主

席团成员、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7 年 11 月 出席第 72 届联大“海洋和海洋法”决议第二轮

非正式磋商，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6 年 10 月 出席国际海洋法法庭 20 周年纪念活动，中国代

表团团长 

2015 年和 2017 年 出席国际海底管理局第 21 届、23 届会议，中方

代表团副团长以及第 23 届大会副主席 

2015 年和 2017 年 出席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第 34 届、36

届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5 年 10 月 出席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2015 年 10 月 出席北极理事会秋季高官会，中方代表团团长 

气候变化 

2023 年 11 月 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

方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 

网络空间 

2013 年-2014 年 出席第六届、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中国代表

团成员 

国际人道法  

2016 年 11 月 出席加强国际人道法的执行政府间进程第一次正

式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3 年 12 月 出席《关于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

第一议定书第十届缔约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 

法律顾问磋商和对话 

2023、2024 年 出席中美国际法磋商，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6、2017、2018 年 出席第七、第八、第九轮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

务对话，中国代表团团长 

2023、2024 年 出席中英国际法对话和磋商，中国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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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2018、2024 年 出席中英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中国代表团

团长 

2015、2017、2018、2024 年 出席中法海洋法和极地事务第三、第四、第

五、第六轮对话，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8、2023 年 出席第一、第四轮中欧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

话，中国代表团团长 

2023 年 9 月和 10 月 出席中俄国际法磋商和对话，中国代表团团长 

2023 年和 2024 年 出席中白俄国际法磋商和对话，中国代表团团长 

2023 年 10 月 出席同德国、瑞士、新加坡国际法对话，中国

代表团团长 

2018 年 6 月 出席安理会五常外交部条法司长磋商，中国代

表团团长 

2016 年 4 月 出席首轮中日韩北极事务高级别对话，中国代

表团团长 

2015 年 8 月 出席中国和阿根廷第四轮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

话，中国代表团团长 

2005 年和 2006 年 出席安理会五常法律顾问年度磋商，中国代表

团成员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法律事务 

1995-1997 年 出席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 34 次-41 次大会、国际

条约适用机制专家组与工作组会议、法律本地

化专家组会议以及法律适应化专家组会议，法

律专家 

司法协助与引渡谈判 

2015 年 1 月 出席世界少年司法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 

1994 年 出席中俄引渡条约谈判，中国代表团成员 

1994 年 出席中美刑事司法协助磋商，中国代表团成员 

1993 年 出席中泰引渡条约谈判，中国代表团成员 

1993 年 出席中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谈判，

中国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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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演讲 

1. “迈向国际法的新阶段：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第二届发展中国家与

国际法论坛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周年研讨会，2024年 4月 23日，北京。 

2.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法律秩序”，2023年香港国际法论坛，2023年

12 月 7 日，香港。 

3.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国的国际法实践与主张”，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与国

际法研讨会，2023 年 11 月 27 日，北京。 

4. “加强全球气候法治，深化发展中国家气候合作”，第78届联大国际法周气

候变化法主题边会，2023 年 10 月 26 日，纽约。 

5. “第三世界国际法学派：中国视角”，第一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法研讨会，

2023 年 7 月 24 日，北京。 

6.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与国际海洋法：继承和发展”，《海洋生物多样性

协定》国际研讨会，2023 年 6 月 28 日，青岛。 

7. “变化世界中的国际法：变与不变”，亚洲国际法学会北京区域会议，2018

年 10 月 13 日，北京。 

8.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要素和实施”，国际海底管理局和皮尤基金会共

同举办的边会，2018 年 7 月 21 日，牙买加。 

9. “南海仲裁案关于南沙和中沙群岛的裁决：批判性分析”，厦门国际法高等

研究院 2018 年暑期研修班开幕式，2018 年 7 月 9 日，厦门。 

10. “国内法官与国际法：中国的实践”，法国国家司法学院，2018 年 6 月 29

日，波尔多。 

11. “中国的北极政策”，中国政法大学与英国皇家研究所国际法研讨会，2018

年 6 月 2 日，北京。 

12. “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践与政策”，第六届大陆架和“区域”

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研讨会，2018 年 5 月 30 日，乌镇。 

13. “在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定性与法律适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

与海洋政策研究中心 42 届年会，2018 年 5 月 24 日，北京。 

14. “对非国家行为者的自卫权：现行法与应有法”，中国政法大学“海上国际

法”国际研讨会，2018 年 3 月 15 日，北京。 

15. “《公约》强制程序的管辖权：现行法与应有法”，亚洲国际法学会双年

会，2017 年 8 月 25 日，首尔。 

16. “国际争端的解决：中国的实践与政策考虑”，中国政法大学与英国皇家国

际事务研究所“国际争端解决与个人权利保护”学术圆桌会，2016 年 11 月 26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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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的空间外交：政策与实践”，第一次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50周年

高级别论坛，2016 年 11 月 20 日至 24 日，迪拜。 

18. “外空资源开发利用的国际法律制度：现有法与应有法”，北京理工大学空

间法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暨北京理工大学首届空间法国际研讨会，2016

年 10 月 29 日，北京。 

19. “国际热点问题与国际法：中国的视角”，“杜克大学-日本”对外关系比较

法会议，2016 年 10 月 10 日，东京。 

20. “《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与附件七仲裁程序：制度和实践”，厦门国际法高

等研究院国际法研修班，厦门大学，2016 年 7 月 4 日，厦门。 

21. “《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与附件七仲裁程序：制度与运作”，亚洲国际法学

会区域会议，2016 年 6 月 15 日，河内。 

22. “亚洲国际法学者如何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做出更大贡献”，亚洲国

际法学会区域会议开幕式，2016 年 6 月 14 日，河内。 

23. “空间科学与技术在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联合国“第一次

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 50 周年”规划指导委员会会议暨高级别论坛筹备会议，

2015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维也纳。 

24. “如何理解‘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联合国/中国/亚太空间合作

组织空间法律和政策论坛，2015 年 9 月 21 日，北京。 

25. “中国少年法庭制度的主要特点”，世界少年司法大会，2015年 1月 28日，

日内瓦。 

26.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秩序”，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2014 年 12 月 3

日，华盛顿。 

27. “外层空间法：框架、目标与方向”，联合国、中国和亚太空间法研讨会，

2014 年 11 月 17 日，北京。 

28. “诉诸武力法：发展与挑战”，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讨会，2014 年 10

月 31 日，北京。 

29. “中国的外空政策、立法和实践”，第57届联合国外空委大会空间政策专题

会议，2014 年 6 月 11 日，维也纳。 

30.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利益观：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与国际法的发展国际研讨会，2014 年 5 月 27 日，北京。 

31.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中国政法大

学与美国尔湾大学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研讨会，2014 年 3 月 10 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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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际人道法的新发展和面临的挑战”，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人道法：传播

和实施行动地区会议，2013 年 6 月 27 日，北京。 

33.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空间？”，第六届中美互联网论坛，2013年 4月 10

日，北京。 

34. “中国的条约争端解决机制及实践”，第五届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

高层论坛，2011 年 9 月 26 日，吉隆坡。 

主要学术著述 

学术书籍  

1. 《国家豁免国内立法和国际法律文件汇编》，副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年。 

2. 《最新国际反恐法律文件汇编》，副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 年。 

3. 《国际法》，编写部分章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 《国际法》，编写部分章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5. 《国际法》，编写部分章节，法律出版社，1992 年。 

主要中文学术论文 

1.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 1期，第 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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