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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06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9 日和 

7 月 3 日至 8 月 11 日，日内瓦 
 
 

  填补委员会的临时空缺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一. 候选人名单 
 
 

1. 截至 2006 年 4 月 3 日，下列候选人提交履历竞选因贝尔纳多·塞普尔韦达

先生辞职而出缺的职位： 

 爱德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哥伦比亚） 

2. 上述候选人的履历载于下文第二节。 

 二. 候选人履历 
 
 

  爱德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哥伦比亚) 
 
 

出生地点和日期：哥伦比亚卡利，1939 年 9 月。 

语言：流利西班牙语(母语)、英语和法语(说、读、写)。 

学历： 

 (a) 卡利圣利布拉学院结业生，1956 年(1950-1956 年)。 

 (b) 波哥大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法学博士，1962 年(1957-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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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经济学博士，1962 年(1957-1961 年)。 

 (d) 顺利完成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一年制劳工法和经济特别课程证书，1961

年。 

 (e) 顺利完成美国达拉斯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为哥伦比亚律师开办的美国法

律训练班证书，1961 年。 

 (f) 顺利完成美国 纽黑文耶鲁大学外国学生方案证书，1962 年。 

 (g) 美国堪布里奇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法学硕士，1963 年

(1962-1963 年)。 

 (h) 哈佛法学院特别研究生课程(1963-1964 年)。国际法专业。 

荣誉： 

 (a) 圣利布拉学院颁授最佳学生的桑坦德将军金牌(1956 年)。 

 (b) 哈韦里安纳教廷大学法学院第一名(1961 年)。 

 (c) 哈韦里安纳大学法学院五年期哥伦比亚国外训练研究所奖学金。 

 (d) 富布赖特研究金，1962 年。 

 (e) 哈佛大学研究金，1962-1963 年。 

 (f) 美洲国家组织研究金，1963-1964 年。 

 (g) 卡利州政府颁发的邦联城市高级骑士勋章(1956 年)。 

 (h) 哈韦里安纳大学颁发的最高奖项——荷塞·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斯金牌

(1997 年)。 

 (i) 哈韦里安纳大学校友会颁发的哈韦里安纳高级骑士勋章(1997 年)。 

 (j) 《1987-1996 年世界法院的判决评注》(此书是献给他的)，克鲁瓦国际

法出版社出版(1998 年)。 

 (k) 海牙 T.M.C.阿塞尔研究所一级荣誉研究员(2001 年)。 

 (l) 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人(2001 年)。 

 (m)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兼外交部长颁发的圣卡洛斯大十字勋章(2001 年)。 

专业经验： 

一. 联合国以后的职业(2000 年至今) 
 

 (a) 担任数国政府顾问，包括哥伦比亚政府顾问。 



 

 3
 

 A/CN.4/563/Add.1

 (b) 担任 Frere Cholmeley/Eversheds 法律事务所(巴黎)国际法顾问。 

 (c) 担任《国际法院和法庭的法律与实践》总编辑，Martinus Nijhoff 出

版社(莱顿)。 

二. 联合国以前的职业： 
 

 (a) 哥伦比亚国务院司法部首席副部长的法律助理，1961-1962 年。 

 (b) 美国波士顿 Ropes and Grey 法律事务所律师，1963 年。 

三. 联合国职务(1964-2000 年)： 
 

A. 国际法院(1984-2000 年)； 
 

 (a) 书记官长，1987 年 2 月 19 日当选，1994 年 2 月 17 日再次当选（联合

国助理秘书长职等），任期 7 年。 

 (b) 副书记官长，1984 年 4 月 11 日当选，任期 7 年。 

 在任期内法院审理下列案件： 

 (a) 诉讼案件: 

1. 缅因湾区域海洋边界划界(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 

2. 大陆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 

3. 边界争端(布基纳法索/马里共和国)。 

4.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

诉美利坚合众国)。 

5. 申请复核和解释 1982 年 2 月 24 日对大陆架案所作判决(突尼

斯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6. 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7. 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 

8. 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包括尼加

拉瓜参与的请求。 

9. 西西里电子公司(美利坚合众国诉意大利)。 

10. 格陵兰和扬马延间区域海洋划界 (丹麦诉挪威)。 

11. 1988 年 7 月 3 日空中事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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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瑙鲁境内某些磷酸盐地(瑙鲁诉澳大利亚)。 

13. 1989 年 7 月 31 日仲裁裁决(几内亚比绍诉塞内加尔)。 

14. 领土争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得)。 

15. 东帝汶 (葡萄牙诉澳大利亚)。 

16. 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间海洋划界。 

17. 大海峡通行权(芬兰诉丹麦)。 

18. 卡塔尔和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 

19. 洛克比空中事件引起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

用问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联合王国)。 

20. 洛克比空中事件引起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

用问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美利坚合众国)。 

21. 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 

22.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诉南斯拉夫)。 

23.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斯洛伐克)。 

24.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 

25. 渔业管辖权(西班牙诉加拿大)。 

26. 请求根据 1974 年 12 月 20 日法院关于核试验(新西兰诉法国)

案的判决书第 63 段审查情势(新西兰诉法国)。 

27. 卡西基里/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 

28.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巴拉圭诉美利坚合众国)。 

29. 请求解释1998年 6月11日对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

疆界案所作判决，初步反对。 

30.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31.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

国)。 

32. 拉格朗(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 

33.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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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加拿大)。 

35.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法国)。 

36.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德国)。 

37.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意大利)。 

38.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荷兰)。 

39.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葡萄牙)。 

40.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西班牙)。 

41.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联合王国)。 

42.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美利坚合众国)。 

43.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布隆迪)。 

44.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 

45.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 

46.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克罗地亚诉南斯拉

夫)。 

47. 空中事件(巴基斯坦诉印度)。 

 (b) 咨询案件 

1. 申请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 333 号判决。 

2. 1947 年 6 月 26 日《联合国总部协定》第二十一节规定的仲裁

义务的适用。 

3.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六条第二十二节的适用。 

4. 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5.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6.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 

B.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1964-1984 年) 
 

 (a) 受聘为助理法律干事，1964 年； 

 (b) 辞退高级法律干事职务，1984 年 3 月。 

1． 联合国编纂机构和会议法律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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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机构和会议秘书处成员： 

 (a) 国际法委员会(自 1966 年以来；连续十八届届会)，自 1981 年以来担任

委员会副秘书；自 1976 年以来担任起草委员会秘书。 

 (b) 大会第六委员会(自 1966 年以来；连续十八届届会)，助理秘书；担任

为下列事项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秘书或工作组秘书：《特派团公约草案》(1968，1969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草案》

(1973 年)；《庇护权利宣言草案》(1965-1967 年)。 

 (c)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维也纳，1969 年)，专家顾问(H. 瓦尔杜卡爵士)特

别助理；全体委员会助理秘书。 

 (d)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问题会议(维也纳，

1975 年)，起草委员会助理秘书。 

 (e) 联合国领土庇护问题会议(日内瓦，1977 年)，起草委员会秘书。 

 (f) 联合国关于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会议(维也纳，1977-1978 年)，起草委

员会秘书。 

 (g)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的继承的会议(维也纳，

1983 年)，全体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秘书。 

 (h) 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1966-1970

年)，助理秘书。 

 (i) 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1967-1972 年)，助理秘书。 

 (j)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1973，1977 年)，助理秘书。 

 (k) 联合国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1975 年)，助理秘书。 

 2. 关于国际法各种问题的研究、研究报告和出版物 

 参与编写的联合国文件和出版物选录: 

 (a)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IAEA concerning their statu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CN.4L.118 and 

Adds. 1 and 2； 1967 ILC Yearbook)； 

 (b)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N.4/241 and Adds. 1-6； 1971 ILC Yearbook)； 

 (c)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programme and 
methods of work (A/7209/Rev.1, Annex； 1968 ILC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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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Programme of Work, 
(A/CN.4/230； 1970 ILC Yearbook)； 

 (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Law (A/CN.4/245/Rev.1； 1971 ILC 

Yearbook)； 

 (f) Succession of State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A/CN.4/200 and 

Add.1 and 2； A/CN4/210； A/CN.4/225； 1968, 1969 and 1970 ILC 

Yearbooks)； 

 (g) Succession of States to bilateral treaties (A/NC.4/229； 

A/CN.4/243 and Add.1； 1970 and 1971 ILC Yearbooks)； 

 (h) Review of the multilateral treaty-making process (A/35/312/ 

Add.2； A/CN.4/325； 1979 ILC Yearbook)； 

 (i) Review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8382, 1971)； 

 (j)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C.6/418 and Add.1, 1972)； 

 (k) Survey on existing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the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of use of specific weapons (A/9215, Vols. I 

and II , 1973)； 

 (l) Diplomatic Asylum (A/10139, Part II, 1975)； 

 (m) Volume 14 of the United Nations Legislative Series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ST/LEG/SER.B/14)； 

 (n) Volume 17 of the United Nations Legislative Series “Materials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matters other than Treaties”； 
(ST/LEG/SER.B17)； 

 (o) Volume XIV of the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U.N.publication 65.V.4.)； 

 (p) Volume XV of the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U.N. publication 66.V.3)； 

 (q) Volume XVI of the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U.N. publication E/F.69/V.1)； 

 (r)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3
rd
 edition, 1980； 

U.N. publication E.80.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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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Research project on circumstances precluding wrongfulness 

other than “force majeure” and “fortuitous event” (i.e., necessity, 
self-defence, consent, legitimate application of sanction)； 

 (t)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most-favored nation clause； 

 (u)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status of the diplomatic courier and 

the diplomatic bag not accompanied by diplomatic courier. 

其他著作： 

 (a)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Jurídicas y Económicas Suscitadas por el 
 Tema de la Actuación Estatal”, (Bogotá, “La Meta” Edit., 1962)； 

 (b) “Legal Problems in Commodities Trade: 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Agreement” (Cambridge, U.S.A. 1963)； 

 (c) “La droit et son interprète” in “Guy Ladreit de Lacharrière et la 
politique juridique extérieure de la France” (Paris, “Masson” Edit., 
1989)； 

 (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1994)； 

 (e) “The Use of Cha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Robert Jenn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f)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fifty yea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1995)； 

 (g)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Codification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Developments and 

Pri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s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 publication T.96.V.4)； 

 (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nformation Era” in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s” (The Hague, 
T.M.C.Asser Institute, 1996)； 

 (i) “Financing, Administering and Making Known the Work of the Court” 
in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ITAR (“Kluwer” Edi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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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Nueva Aproximación al Uti Possidetis Juris” (Quaestiones 
juridicae,13 Bogotá, 1997)； 

 (k)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Pact of 
Bogotá” in “Essays in honour of José María Ruda” (“Kluwer” Edit., 1999)； 

 (l)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disputes 
relating to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Regional Latin-American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Sao Paulo, Brazil, 1999)； 

 (m)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I, 1999)； 

 (n) “[My] Bookshelf”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du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IV, 2000)； 

 (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Compliance Bodies” 
(T.C.M. Asser Press, 2005)； 

 (p)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elimitation and the Law of Treaties” in 
Boundary Negoti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BRU, Cd-Rom, Durham, U.K., 
2005)； 

 (q) “Agents before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 “Max-Planck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其他活动： 

 (a) 联合国大会第 28 届(1973 年)、第 33 届(1978 年)和第 39 届(1983 年)

会议主席的“特别助理”； 

 (b) 出席 1973 年在德黑兰举行的第 22 届红十字会国际会议的联合国代表； 

 (c) 代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参加人道主义法国际研究所在圣雷莫(1978 年)

和佛罗伦萨(1979 年)举办的难民法专家圆桌会议； 

 (d) 联合国出版委员会委员； 

 (e) 国际法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 39 届(1984 年)至 54 届(1999 年)会议代表

团成员； 

 (f) 国际法院出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会议的观察员，1985 年(阿鲁沙)、

1989 年(北京)和 1992 年(伊斯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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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国际法院出席第八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观察员(哈瓦那，

1990 年)； 

 (h) 国际法院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观察员(里约热内卢，1992 年)； 

 (i) “界苏帕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首席裁判(华盛顿特区)和世界最后一轮

比赛裁判(联合国，纽约)及荷兰最后一轮比赛首席裁判(海牙)； 

 (j) 特尔德尔斯模拟法庭比赛(莱顿)裁判； 

 (k) 《莱顿国际法学报》编辑委员会荣誉委员； 

 (l) 筹办中的《拉丁美洲国际公法年鉴》(日内瓦)编辑咨询委员会委员； 

 (m) Manfred Lachs 基金会(荷兰)董事会董事； 

 (n) 国际法院和法庭 PICT 计划指导委员会(纽约和伦敦大学)委员； 

 (o) 出席第十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代表(维也纳，2000 年)； 

 (p) 国际商会仲裁法庭出席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 19 届外交会议代表(2001

年)； 

 (q) 曾参加多次有关国际法问题的国际会议、讨论会、圆桌会议和研讨会，

并担任主席和主要发言者。 

授课： 

 ㈠ Twentieth and thirty-second external programm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Bogotá, 1998 and  Manila,2001)； 

 ㈡ Twenty-third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Law organized by the 

Inter-America Juridical Committee (Rio de Janeiro, 1996)； 

 ㈢ Wolfson Lectureship at the Dean Rusk International Law Center 

(University of Georgia, U.S.A.)； 

 ㈣ PICT Training Programme, Law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retoria ； 

 ㈤ PICT Training Programm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eheran； 

 ㈥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Research Unit of Durham University 

(U.K.),Workshops in Paris (2003) and Durham (2005)； 

 ㈦ Homage to Rafael Altamira,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Alic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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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 UN/UNITAR Seminar organiz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gramme；  

 ㈨ Graduate Study Programme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㈩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organiz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nnual ses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Geneva； 

 (十一) Seminar for Delegates organized by UNITAR in New York； 

 （十二） Seminars for visiting student groups organized by the UN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in New York. 

 （十三） Universities (Law Faculties) and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Javeriana and Colegio del Rosario (Bogotá, 
Colombia)； Asser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The Hague), Leiden, Rotterdam and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Boston, California (Davis), Georgia (Athens), Harvard 

(Cambridge), Yale (New Haven)； New York and City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  Oxford,  London 

(University, Kings and Queen Mary Colleges； SOA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U.K.)； 

Buenos Aires and El Salvador (Argentina)； Vienna (Austria)； 

Institute of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Rio de Janeiro) and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Brazil)； 

Inter-American Institute on Human Rights and University for Peace 

(San José, Costa Rica)； Diplomatic Academy (Quito, Ecuador)； 

Diplomatic Institute (Cairo, Egypt)；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Economic Law (Thessaloniki, Greece)； Isfahan (Iran)； 

Milan (Italy) and Atheneum (Manila, Philippines). 

 （十四） Association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State Supreme Court (Cali)； 

Association of Attenders and Alumni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Hispanic Society of the Netherlands ； 

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aritime Law (U.S.A.)； Cuban Association for the 

United Nations (Havana)； Egypt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Cairo) ；  Romani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charest)； World Association of Former United Nations Fellows 

and Interns (Geneva)； Greek and Brazilian Chapt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Athens and Sao 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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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协会会员： 

 (a) 美国国际法学会。 

 (b) 国际法协会： 

  ㈠ 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研究小组组长(2005 年)； 

  ㈡ 国际组织问责问题委员会成员； 

  ㈢ 国际司法独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