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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阿根廷 

一般性意见 

 阿根廷共和国很高兴见到这个重要专题取得长足进展 并希望委员会可以在

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完成二读  

 阿根廷政府深信 提交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条款草案将与最终产品相差不

远 只需作出几个不重要的技术性修改和修饰一些行文  

 这是一个平衡和切合实际的草案 提供一套关于国家对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

一般规则 并带有逐渐发展的因素 阿根廷政府认为其方向总的来说是恰当的  

 具体来说 草案在两个最具争议性的敏感问题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展 所谓

的 国家犯罪 问题和关于反措施的规则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二章 

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第 8 条 

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归于该国 

 这一条的现有案文没有大问题 但对于把本国一个机关交由不法行为国支配

的国家 其地位可能引起一些疑义 因此 也许应当在本条开头规定 本条规定

不妨碍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的适用 这样将明确规定 借出

本国一个机构的国家 只在符合第四章所规定的条件下才对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第 16条 a 项 第 17条(a)项 第 18条(b)项规定 一国援助 协助 指

挥 控制或胁迫另一国实施不法行为 必须是在知道该行为的情况下采取上述行

动才对另一国的行为负责 这引进了一项 主观要件 初步看来与前几章的一

般规则格格不入 但提出这项 主观 条件显然有一定的作用 限制 参与 不

法行为的潜在行为国的数目 以避免行为国的无限增加  

第 16 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 

 (见关于第四章和第 18条的一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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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条 

指挥和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 

 见关于第四章和第 18条的一般性评论  

第 18 条 

胁迫另一国 

 这一条是关于一国胁迫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 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 委员会构想的情况好象是被胁迫国家由于胁迫行为而面对不可抗力的情况

第 24第
1
 但比较实际的可能情况是 胁迫造成危难情况 如果胁迫的对

象是个人 第 25 条 或危急情况 第 26 条 事实上 国内法规一般区分

不可抗力 绝对力量 纯粹由自然现象造成 和胁迫 相对或具有强迫性的力量

由人的行为造成  

 第二 第 16条和第 17条分别关于援助或协助及指挥和控制另一国实施一项

不法行为的问题 这种情况又有所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 根据第 16条和第 17条

参与不法行为的国家必须受到直接实施不法行为的国家所违反的主要规则的约

束 另一方面 在胁迫的情况下 实施胁迫的国家将负有国际责任 即使有关行

为如果由胁迫国本国实施是没有不法性质的  

 根据一国可以作出 合法胁迫 的前提
2
 可以出现的一种情况是 一国对

另一国作出 合理胁迫 使该另一国违反胁迫国不受约束的规范 在这种情况

下 尽管胁迫国作出 合法胁迫 也就是说 从事国际法本身未加禁止的行

为 而且不受被违反的规范所约束 但根据第 18条将负有国际责任  

 除了直觉上认为胁迫比协助或直接控制更为 严重 以外 第 16 条和第 17

条的处理方式和第 18 条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是缺乏正当理由的 但如上所说

如果胁迫可能是 合法的 对胁迫作出更严格规定的理由是不好理解的  

 一个实际理由是
3
由于胁迫而成为不法行为国的国家大可以援引胁迫为排

除不法性的情况 受影响国因而有机会从胁迫国获得赔偿 阿根廷政府支持该立

场 因为胁迫国将无法滥用法律 逃避责任  

(b) 项 

 见关于第四章的一般性评论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CN.4/498/Add.1 第 202段 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 和更

正 A/54/10 和 Corr.1 和 2 第 268 段  

 
2
 A/CN.4/498/Add.1 第 205 段  

 
3
 见 A/CN.4/498/Add.1 第 202段 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 和更

正 A/54/10 和 Corr.1 和 2 第 2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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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条 

本章的效力 

 见关于第四部分的一般性评论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 24 条 

不可抗力 

 见第 18条  

第 27 条 

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结果 

 见第 33条和关于第四部分的一般性评论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 31 条 

赔偿 

 条款草案第二部分显然没有对下列问题作出规定 不法行为和损害赔偿之间

的因果关系 只有第 37 条第 2 款简短地提到利润损失的问题 就应当获得赔偿

的损害的程度作出规定 尽管这个问题一般在补偿责任下处理 但这是一个在一

般赔偿责任下出现的问题  

 任何责任制度都应该设置标准 以确定不法行为和应当获得赔偿的后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 否则将无法从时间上或逻辑关系上划定不法行为后果的界限  

 第 31 条看来过于广泛 因为该条没有区别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 这种区别

在国际实践上根深蒂固 没有理由不在第 31 条第 2 款内或至少在该条的评注内

提到  

第 33 条 

国际不法行为的其他后果 

 关于特别法的原第 37 条被搬到第四部分而原第 38 条 现为第 33 条 则保

留在第二部分并没有明确的理由 见关于第四部分的一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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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 条的措辞涉及第二部分的内容 但该条所处理的是一个范围更广的问

题 事实上 第 33 条考虑到存在一些可能适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 虽然条款草

案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些规则 这些规则可能源于国际责任的某些方面 与不法行

为的法律后果问题没有关系 例如 好象现第 27 条所示 除了第一部分规定的

理由以外 还可能有其他可以解除不法性的理由 因此 如果认为有必要列入

这一规定 则应把它放在第四部分 也许作为第 56条第 2款  

 应当注意到 原第 37条和第 38条尽管看来一样 但它们所指的是不同的情

况 原第 37 条规定 在存在国际法特别规则的情况下 条款草案将不予适用

而原第 38 条则针对相反情况 规定可以适用条款没有列出的一般规则 或者在

条款通过后形成的规则  

 第 33条现有案文确实没有超出现第 56条的范围 因此 也许应保留原第 38

条的措辞 因为该案文明确提到习惯法  

第 34 条 

本部分所包括国际义务的范围 

第 2 款 

 见关于第四部分的一般性评论  

第二章 

赔偿的形式 

第 35 条 

赔偿的形式 

 有人批评第二章措辞约束性过强 大有主张自动适用赔偿规则之势 为了保

留较大的灵活性 不妨在这条开头增加以下的措辞 在不妨碍当事方议定其他

赔偿方式的权利的情况下  

第 37 条 

补偿 

 见第 31 条  

第三章 

严重违反对国际社会的基本义务 

 阿根廷共和国赞同有必要承认存在一类涉及国家违反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

基本义务的特别严重违反行为 其范围超越所采用的术语 在这方面 第 4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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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措辞不采用 犯罪 一词看来是一个正面的迹象 因为好象阿根廷在 1998

年所指出 该用语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4
 

 在普遍义务规范 强行法规范和严重违反行为三者之间作出区别是现发展阶

段的国际法律制度认可的划分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条款草案正确地反映了这一

区别  

 正如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所指出 除了根据不法行为严重程度规定一个

有轻重之分的责任制度以外 同样重要或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充分的履行办法 并

在条款内规定这个履行办法 阿根廷政府认为 第二部分第三章总的来说提出了

一个恰当和明确的办法  

第 41 条 

本章的适用 

 见关于第三章的一般性评论  

第 42 条 

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后果 

第 1 款 

 为澄清起见 不妨在这一款开头加插下列案文 除了本条款第二部分所列

举的后果以外  

第二部分之二 

国家责任的履行 

第一章 

一国援引国家责任 

第 49 条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 

 对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直接受害国和对执行被违背义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国

家 阿根廷欢迎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别 第 49 条规定了在何种情况下直接受害国

以外的国家可以援引另一国的国际责任 并规定作出这种援引的条件 具体来说

是该国要求停止不法行为并提供不重复的保证的权利 的条件 这是合理的解决

办法  

__________________ 

 
4
 A/CN.4/488/Add.1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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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 

 本条第 1款 a 项规定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有权援引另一国的责任 如果 被

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承担的 为保护集体利益而确立的义

务 任何多边条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立 集体利益 因此 阿根廷政府认

为委员会不妨对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澄清 以便在实际上解释和适用这一条规

定  

第二章 

反措施 

 阿根廷在1998年说 采取反措施不应成为一种一般受到国际法律制度保护

的成文法权利 它只应是[在特殊情况下]现代国际法所容忍的一种行为
5
 在

这方面 第二部分之二第二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 对这个概念设置了限制和

条件 这些限制和条件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明确了反措施的特殊性质

并具体规定采用反措施的程序和实质条件  

 关于这个主题的规则的合理位置问题 有些人甚至建议排除反措施问题 从

纯粹的理论角度来看 把这个问题排除在外也许有一些道理 但从国际法的现状

来看 反措施毫无疑问是实现国际责任的一种手段 在这个背景下 阿根廷共和

国认为有必要在条款草案内列入如第二部分之二第二章所订的明确规则 以尽量

减少滥用的可能性  

第 53 条 

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 

第 3 款 

 第 2 款规定 受害国应将采取反措施的任何决定通知责任国并提议与该国

进行谈判 但第 3款又说 虽有这项规定 受害国可以为维护其权利采取必要

的暂时性紧急措施 由于这种暂时性反措施所受到的程序限制比其他反措施少

这种措施有可能被用作借口 以回避程序规定 因此 委员会应限制国家有权采

取暂时性反措施的情况 特别是规定某种时间限制 以补充本条现案文的不足  

第 54 条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 

 应当指出 关于集体反措施的规则应当比关于双边反措施的规则更为严密

本条款草案包括前者可视为逐渐发展 并将引起进一步的注意和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5
 同上 第 7 页  



 

 9 
 

 A/CN.4/515/Add.3 

第四部分 

一般规定 

 见第 33条  

 除其他外 第四部分包括一些关于本条款草案和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的

但书条款  

 但是 条款草案其他部分也有其他的但书条款 如第 19条 第 27条第 1款

和第 2 款 第 33 条和第 34 条第 2 款 这些条款有的与其所在部分直接有关

但许多都可以用适用于整个条款草案的方式拟订 而在这种情况下 第四部分将

为较恰当的位置  

第 56 条 

特别法 

 见第 33条  

 这一条的措辞看来有过大的限制性 根据现有案文 在存在特别制度的情况

下 这些条款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剩余制度予以适用 阿根廷政府认为 在所有特

别法律制度中 除非另有规定 条款草案都应具有剩余适用的地位 否则条款草

案将失去其大部分的实际作用 因此 应该对这一条采用较灵活的措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