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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其国际法的适用主体并非一成不变，其适用主体也是有着

自己的发展历程。因此，本文试着从适用主体发展的历程以及国际法适用主体发展的原因，去进一步探

究出国际法适用主体的发展方向。同时，国际法适用主体的发展，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的稳定，关系全球

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甚至是跨国公司的切身利益，所以，对国际法适用主体的研究，能

够更深入理解国际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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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envi-
ronment, the applicabl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changed, and its applicable subject also has 
its own development history.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di-
rection of the applicabl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rea-
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pplicabl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applicabl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s and eve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applicable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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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can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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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公法的释义 

1.1. 国际公法的产生 

国际公法也称为国家法，是指调整国家间的法律，其产生历史较为悠久。可以这么说，自从有国家

的产生，国际法出现，国际公法相伴而生。追究其产生，主要是古代国家之间在交往过程中所面临，需

要解决的战争、人口、迁移等问题，随着交往的越发深入，形成了许多固定的规则、制度或者是习惯，

是国际公法形成的早期雏形。 
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来自哪儿呢？最早可见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1]，这一合约标志着近代国际

法的产生，在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史上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

这个合约结束了欧洲几十年来新教和旧教之间的斗争，促使大批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国家取得独立，并且

使得荷兰和瑞士成为了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进而影响到整个欧洲，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建立起了主权国

家体系[2]，出现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机制，为国际法在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理

论支撑。 

1.2. 早期国际公法适用主体之问题 

随着文明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从封建统治者中独立，国际关系的参与

者越来越多，国际关系也越加复杂，绝不仅仅靠几个国家间的制度就能够处理所有的国家争端。因此，

在国际法主体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是国际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3]。加剧了主体适用风险，

许多原本的机制不能适用新加入主体的需求，不能综合各个国家间的利益平衡，特别是国际组织的加入，

使得国际法适用主体进一步扩大，是否应当承认和保障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成为适用主体的一个大问

题[4]；二是国际法主体国家或者有着重要地位的地区或者是组织，在对内有着主权或者较强的强制力，

但是这些主体之家本就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使得国际法主体适用缺乏强制力，国际法的机制、制度可能

得不到遵守，有些时候甚至是废止。像当前世界的强权霸主“美国”凭借自己优势的政治、经济地位，

三番五次对原有的国际法准则、规章制度进行亵渎，公然反对这就足以证明国际法的强制力对适用主体

来说是缺乏统一性的。 
国家的主权是绝对的，国家的意志在国内是至高无上的，被宪法所确认，但国际法是国家对其主权

意志的自我限制，使得国家在某些问题上，遵照国际法需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在这里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国际法是对自我意志的限制，说明这种限制完全是来自于国家的态度，这种依靠自我态度的规则，显然

不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而使得国际风险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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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用主体的发展的几个因素 

2.1. 国际形势的变化 

在上世纪，世界还出于动荡不安的局面，甚至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部分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利益

的失衡，没有统一认可的机制去调整混乱的局面。在世界大战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在国际上不被

承认，因此，在复杂的国际环境情形下，使得一些大国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但是，这种局面，随着二

战的结束，出现了变化，原来一些没有话语权、主体地位的国家开始有了活跃的舞台，主体地位越加明

显。特别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以及世界贸易等组织的建立，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主体地位建设提供了

理论支撑和宽松的国际环境。 
其次，随着时代进步发展，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越来越受到冲击。在早期国际法主体均为国家，

同时起着规范国家行为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发展，国家作为主体也不断变化，国

际法主体不仅仅只有国家，还还出现了其他国际法主体，这就造成国际法主体正在不断受到冲击，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非政府国际组织及个人。一是从非政府国际组织方面而言，当前世界上的非政府间组

织不断的增多，并且在数量和规模不断的扩大，由于这些组织在其进行相关时间活动中需要国际法对其

权益进行保护，使得这些非政府间的组织的一些行为也必须在国际法之下进行规范及约束，因此，这些

非政府组织也在实践过程中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认识也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二是从个人方面而言，其主要是因为在当前国家省各个国家联系不断加强大形势下，个人发展也不仅仅

局限在国家，而是逐渐扩展到国际范围，个人国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个人权益也需要国际法保护，个人

行为也需要国际法规范。 

2.2. 国际关系处理的需要 

当前，国际法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国际法调整的国际关系已经不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扩大到了

更为大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是否能够调整好国际关系，国际法主体有哪些，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如果国际法主体仅仅是国家，而不包括其他的主体，像非政府间组织、跨国组织，

那么这样的国际法是局限的，所能调整的国际关系也只是几个大国之间或者说几个少数国家之间的利益

平衡而已，就谈不上国际二字，只能算数国之间的条约、协定。因此，我认为，国际法主体的发展，是

为了调整国际关系的需要而发展，因时而发，因势而造。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兴起，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交往的枢纽[5]，倘若这些组织都出于一种无序的状态，那么不会有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也不会有中国迎

来蓬勃发展的大机遇。因此，这些有序的状态，是国际法主体发展的结果，只有这些组织的主体地位得

到承认，国际法才会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对其权益进行充分的保障，国际关系才会得到进一步的

稳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国际关系的需要是国际法主体发展的一大原因。 

2.3. 适应法治精细化的发展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的重大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规范的存在，而是

做到明确具体。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在提法治，十九大以来，法治建设更是深入人心，实现了

从法制到法治的积极转变。当然，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字的变化，而是反映我们对法律的需求发生了变

化。我们从以前的法律空缺，从没有到有再到细一个积极的转变，我们不在止步于对法律的需要，而是

重视起法律的精细化，重视法律发挥更大的作用，重视涉外领域的立法和完善，通俗的说就是法律的精

挑细琢，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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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虽说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但是其法治的方向却是相同的，都需要精益求精，明确具体，

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调整国际关系。国际法的适用主体，在法治精细化发展过程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

作用。比如，国际法适用哪些主体，国际法相关的制度规定必然应当明确具体，如果含糊其辞，必然导

致法律漏洞，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国家、组织、个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国际制度、国际关系也将

收到严峻挑战。在这里，可以说法治的精细化发展带动了国际法的精细化发展，进而应到国际法主体的

精细化发展。我们不能否认，世界不知道发展到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段，又会在国际关系中出现其他

的适用国际法的主体，因此，主体的发展应当是具有时代性、前进性，总的趋势是朝着明确具体，精细

化的方向发展。 

3. 国际公法适用主体的发展方向 

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进”，致使苏联解体，雅尔塔体系崩溃，多

元格局开始，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全球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和霸

权主义，使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外交，甚至发动了许多战争，比如阿富汗战争等等，罔顾他国主体地位，

罔顾国际法的基本规则和制度。然而，这只是美国一种霸权手段，在经济上，美国成立许多跨国公司，

利于在国际中自己的经济优势，大搞垄断，疯狂在全国范围内敛财，致使贫困的国家和地位越来越贫穷。

在理论上，公然提出形形色色的所谓新的国际法理论和观点，为谋取一国之私利，颠覆国际法效力的行

为进行辩护或制造舆论。 
这时候的国际法虽然有，各国的主体地位也在世界范围内被承认，但是一旦为了某种利益或者谋取利益

失衡的情况下，小一点的国家和地区就会成为大国的牺牲品、垫脚石，国际社会必然存在力量的悬殊和差距，

但绝对不是借口侵害他国的理由。。因此，我们需要提升世界范围你某些出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地位，切实保障其切身利益不被非法侵害。但如何提升如何保障？我认为我们可以以需求为导向，多倾听弱

势一方的需求，借以优势互补，优化国际环境。同时，如何让国际法具有公信力，在所有国家都自觉遵守和

践行，联合国是需要深入发展的，尊重他国主权，绝不能成为某些大国的发声筒，成为他国的操纵杆。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世界范围确立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法在发展过程中也

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法适用主体的不断发展，我们应当具有时代化的观念，坚持以平等、

包容、尊重的态度对待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6]。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等各领域，都有同等发展的权力，都是国际法适用的主体。并且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国际组织、适

用主体的数量增加与职能的扩大，使地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组织网，出现了国际社会组织

化的一种新趋势。所以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国际法这个议题扮演这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理论的学习，

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去研究。第二，各国利益成为一个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在很大程

度上严重影响国际法的发展。当今，世界需要发展普遍性、包容性的国际法规范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

全球性问题。特别是疫情以来，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需协力解决在全球范围传播的新冠病毒。在这方

面，国际法应该能够建立一致的普遍性规范来处理一些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保护人类健康。只有保护全

人类的健康，人类才有资格谈发展，谈未来。 

4.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争议问题 

当前，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关系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除了国家是国际法的

主体之外，国际法的主体还有政府间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间的国家组织作为国际法的适

用主体。而这些适用主体的组成无非都是人的集合，最终这些主体的权利义务享有者都是个人，因此，

个人在国际法主体中的地位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学界对此的观点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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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个人是国家法唯一主体 

倡导个人作为国际法唯一主体的学者认为，国家不是国际法主体，如法国法学家狄骥就持这种观点

[7]。原因在于把国家行为看做是个人行为的结合，国际法所规制的国家活动和行为是国家机关代表个人

的行为。在政治学概念中，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国家在国际法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履行的

义务均属个人。但是，在国际上这种观点的人只是少数，其目的是否认国家主权，为某些国家的狼子野

心肆意损害他国主权提供理论支撑[8]。 

4.2. 国家和个人都是国际法的主体 

许多外国国际法学家主张国家仍然是国际法主体，但同时，个人也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这样的观

点得到许多欧美国家的国际法学者支持，诸如汉斯.凯尔森以及法国的卢俊、美国的杰赛普等[9]。原因在

于时代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参与和调控，承认国家的国家法地位成为了必要。 

4.3. 中国的国际法学者观点 

多数学者认为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如意大利国际法学者安切洛蒂。我国学者也同样认为个

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因为个人始终是在一个国家的主权管辖之下，不能独立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关系，进

行国家活动，同时国家法上的权利义务个人也不是直接承受者。周忠海教授认为：虽然国际法中的大部

分规则仍是拘束国家的规则，拘束个人、国际组织及准国家实体的还只是一部分，但要明确的是，国际

法不独增进国家的政治利益及需要，而且增进个人、国际组织及准国家实体的利益及需要。国际法直接

赋予个人以权利，而无须通过国家居间达成此项目的，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也会逐步得到加强，会越

来越重要，其国际法主体资格也会由现在的“次级、派生”逐渐走向“一级、基本”的地位[10]。 

5. 结语 

纵观国际法的发展，其关于国际法适用主体的发展历程经历数次大事件，才形成当前较为庞大的数

量。不可否认，在一个时期，都有处理国际关系的规则，都有适用这些规则的主体。但是，也必须承认，

他们具有时代性，每个时代都有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催生这些国际法的发展，促使国际法的适用主

体进一步扩大。未来，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法主体也会有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持续的保

持前进的姿态，辩证的看待，结合时代背景，只要有利于时代发展进步，那么适用主体无论是进一步扩

大还是减缩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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