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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A.  导   言  

 1.  委员会在 1996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建议大会将“国家的单方面

行为”作为一项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专题列入议程。1  

 2.  大会第 51/160 号决议第 13 段除其他外请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国家的单方

面行为”这一专题并指出该专题的范围和内容。  

 3.  委员会在 1997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设立了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组，工作组

就该专题进行研究的可取性和可行性、专题的可能范围和内容以及该专题的研究大

纲，向委员会作了报告。委员会同届会议审议并核可了工作组的报告。2  

 4.  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还任命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为这一

专题的特别报告员。3  

 5.  大会第 52/156 号决议第 8 段赞同委员会决定将这一专题列入议程。  

 6.  委员会 1998 年第五十届会议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个专题的第

一次报告。4 讨论的结果是，委员会决定重新召集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  

 7.  工作组就这个专题的范围、形式、单方面行为的定义和特别报告员今后的工作等

问题向委员会作了报告。在同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并核可了工作组的报告。5 

 8.  委员会 1999 年第五十一届会议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一专题的

第二次报告。6 讨论的结果，委员会决定重新召集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  

                                                 
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1/10)，第 230

页和第 328-329 页。  
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2/10)，第 196-210

段和第 194 段。  
3 同上，第 212 和 234 段。  
4 A/CN.4/486。  
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3/10)，第 192-201段。 
6 A/CN.4/500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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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工作组向委员会报告了下列有关问题： (a) 暂用的单方面行为定义的基本

要点，作为这个专题下一步工作和收集有关国家实践的出发点；(b) 确定在收集国

家实践方面的总体方针；(c) 特别报告员今后的工作方向。关于以上(b)点，工作组

在与特别报告员磋商后确定了由秘书长送交各国的一份调查表的大纲，请各国提供

有关材料，通报本国在单方面行为领域的实践及其对委员会专题研究所涉某些方面

内容的立场。  

 10.  委员会 2000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审议了本专题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7 

以及各国对 1999 年 9 月 30 日分发的本专题问题单的答复。8 委员会在 2000 年 6 月

7 日第 2633 次会议上决定将订正的第 1 条和第 4 条草案移交起草委员会并将订正的

第 5 条草案移交本专题工作组。  

 11.  委员会 2001 年第五十三届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9 并设立

了一个不限名额的工作组。经工作组建议，委员会决定向各国政府发一份调查表，

请它们就其作出和解释单方面行为的实践提供进一步资料。  

 12.  委员会 2002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10 以及

各国对 2001 年 8 月 31 日发出的关于此专题的调查表作出的答复。11 委员会还设立

了一个不限名额的工作组。  

B.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13.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A/CN.4/534)。委员会在

分别于 2003 年 7 月 7 日至 11 日举行的第 2770、2771、2772、2773 和 2774 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六次报告。  

 14.  在第 2771 次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不限名额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 

                                                 
7 A/CN.4/505。  
8 A/CN.4/500 和 Add.1。  
9 A/CN.4/519。  
10 A/CN.4/525 和 Add.1、Corr.1、Corr.2（只有阿拉伯文和英文本）和 Add.2。 
11 A/CN.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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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六次报告  

 15.  特别报告员说，正如委员会一些委员和第六委员会一些代表所建议的，第

六次报告十分初步和概括地处理了一种单方面行为――承认，并对国家的承认给予

了特别的重视。  

 16.  严格地界定单方面行为的性质不是易事，但这绝不是说它不存在。毫无疑

问，以单方面行为形式出现的声明可以产生创立法律义务的效果，正如国际法院在

对“核试验”案的裁决中所指出的。  

 17.  特别报告员提到，委员会曾在 1997 年指出，本专题已经成熟，已有可能

进行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  

 18.  然而，各国政府提供的意见尚不多，而这些意见对于审议本专题具有根本

的意义。对这方面的实践尚未给予充分的分析，这正是特别报告员遇到的主要障碍

之一。  

 19.  各国经常作出单方面行为，但在不知道各国意见的情况下，很难确定行为

的性质究竟如何：作出单方面行为的国家是想获得法律义务？还是它认为该行为具

有约束力？还是简单地认为它作为一项政策声明，是外交实践的结果？  

 20.  很难说委员会的工作最后将呈什么样的形式。特别报告员指出，如果事实

证明不可能起草关于单方面行为的一般规则或具体规则，那么可以考虑是否能在一

般原则基础上拟定一些指导方针，这将使各国能够行动，并将能够提供必要的实践，

在此基础上便可开展编纂和逐渐发展的工作。不论最后得到什么样的成果，特别报

告员认为适用于一般单方面行为的规则是可以确立的。  

 21.  首先，一般单方面行为和具体的承认行为必须由获得了授权可以在国际一

级行动并可以对自己代表的国家产生约束力的人作出。而且，单方面行为必须是自

由表达出来的，而这一点使行为的有效性受到各项条件的限制。  

 22.  单方面行为的约束性或许可用一项具体规则――“acta sunt servanda(法令

必须遵守)”为基础，而这项具体规则是从关于条约法的规则“pacta sunt servanda(条

约必须遵守)”得来的。另外，作为一项一般原则，可以这样说：一项单方面行为对

一国具有约束力始自该行为作出的那一刻或自该国表示其意愿的声明所载明的那

一刻。该行为自此之后便具有约束力了。同样，该行为不能由行为者单方面修改、

暂停、取消；该行为的解释必须依据严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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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第六次报告的目的是将“承认”这一具体实际行为的定义和考察与委员会

关于一般单方面行为的工作融为一体。  

 24.  第一章处理了各种形式的承认，最后提出了一个大致的定义，这个定义可

以与一般单方面行为的定义草案统一起来。特别报告员试图表明，委员会所考虑的

定义可以包含由承认所构成的那一类具体行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这种单方面行

为是否属于用意是为了产生某些法律效力的单方面表达意愿的行为。  

 25.  特别报告员说，“承认”这一制度并不总是与单方面的承认行为相吻合。

一国可以通过一系列行为来承认一种形势或法律要求。他认为，对于无疑会产生法

律效力的隐含的承认，可以将之排除在委员会正试图界定的行为的研究范围之外。 

 26.  例如，对于被解释为承认的沉默，如“柏威夏庙宇”案或“印度境内通过

权”案中的沉默，必须将之排除在确切的单方面行为范围之外，即使沉默会产生效

法效力。  

 27.  以条约为基础的承认、通过联合国决议表示的承认行为以及源自国际组织

的行为也应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28.  在第一章，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些对于通过单方面承认行为的定义草案极

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相对于作出这样的行为的标准及其任意决定性质而言。  

 29.  关于承认行为的作出，似乎没有任何标准。国家的承认以及对交战状态、

叛乱状态或中立状态的承认似乎也都不受具体标准的约束。这一点似乎同样适用于

涉及领土的形势。  

 30.  特别报告员提到了不承认。可以禁止一国承认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形势，

但一国没有义务采取行动或作出此种不承认行为。  

 31.  报告还概括地讨论了这样的可能性：承认行为除了声明性质的以外，还可

能附加上一些条件，这一点似乎与单方面行为的性质不一致。  

 32.  行为国的意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该行为的法律性质在于表达其承认

之意图，在于引发一种期待。  

 33.  特别报告员认为，承认行为所采取的形式，不论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

其本身是不重要的。最好的做法是留下为承认的目的而明确作出的承认行为。承认

行为的定义载于报告第 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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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报告的第二章简要地处理了单方面承认行为的有效性问题，严格地沿用了

在一般单方面行为方面确立的先例：国家和个人的能力；对象国表示意愿；合法客

体；以及更具体地说，遵守强制性国际法准则。  

 35.  第三章考察了具体的承认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该行为约束性的基础，

再次提到了一般单方面行为的先例。特别报告员尤其指出，根据大多数法学作者的

观点，承认行为是宣示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  

 36.  作出承认的国家必须依言行事，这和遵守不容反悔原则时的情况一样。从

作出声明的那一刻起或从声明载明的时间起，对象国或其他国家可要求行为国依其

声明行事。  

 37.  一般单方面行为和具体的承认行为所具有的约束性必须有所依据。因此，

通过了一项基于“条约必须遵守”并被称作“法令必须遵守”的规则。在处理单方

面行为问题时，法律的确定性也必须是追求的目标。  

 38.  第四章概括地处理了承认行为的适用问题，以求就下述问题得出结论：一

国能否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取消一项单方面行为。该章还简要地提到了在涉及国家

的承认这一具体情况时，该种承认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适用问题。  

 39.  另外考察了单方面行为的修改、暂停、取消问题，即各国能否修改、暂停

或取消单方面行为，就像它们作出这种行为一样。可以确立一项一般原则，即行为

者不能单方面终止行为，除非该行为里含有可以这样做的规定或者情况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行为的取消将取决于对象国的行为和态度。  

 40.  最后，特别报告员说，第六次报告是一份概括性的报告，需要开展进一步

的审议，以确定委员会应如何完成关于此专题的工作。确立一些一般原则是值得做

的事情；对于有关的实践，也应加以研究。文献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也正在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