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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人类都是在群体中生存的。从氏族发展到部落，终于产生国家，

这是一个飞跃；由于国家交往而形成国际社会，在国际活动中又产生国际组织，

这又是一个飞跃。有国家，有社会，就有法。国际组织法，就是用以调整国际组

织内部及其对外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包括有关国际组织的一切有约束力的原

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国际组织法是现代国际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分支。   

作为国际法领域中的一个新分支，国际组织法在国际法体系中占据着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国际组织法律制度一般包括国际组织基本文件、成员资格、组织机

构与职能范围、活动程序、财政和预算、争端解决制度和法律人格等具体内容。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组织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主体。建立在《联合国宪章》

基础上的联合国组织，在现代国际法中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协调专门

性国际组织与区域性国际组织以及各国行动的全球性中心，而且是谋求国际社会

集体安全的现行国际法律秩序的中枢。任何当代国际法律问题，几乎都与联合国

有关。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涉及：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法的概念；国际组织的一般

制度；联合国及其法律制度；专门性国际组织与区域性国际组织。 

本课程为选修课，共 36学时（其中正式授课 34学时，复习 2学时）。 

 

 

第一章 国际组织的概念与特征 

（4 学时） 

1、 概念 

国际法中所说的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即若干国家

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这是指严格国际法意义

上的国际组织。但是，若广泛地从一般意义上说，凡是两个以上



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基于特定目的，以一定协议形式

而建立的各种机构，都可以称为国际组织。虽然，国际组织不论

是政府间的还是非政府间的，都是一种越出国界的跨国机构，但

两者在国际法上的性质是显然不同的。 

2、 特征 

综观国际实践，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国际组织的主要参加者是国家。虽然有些国际组织，如

世界卫生组织等，由于对经济、社会等部门负有广泛国

际责任而允许某些非独立国家的政治实体参加为准成

员，但是这种组织的主要参加者仍然是国家。而且，这

种准成员的权利往往受到一定限制。 

第二，组成国际组织的国家是国际组织所有权力的授予者。国

际组织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而

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任何事项。国际组

织是国家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国家之上的组织，更不是

世界政府。 

第三，国际组织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国家是

主权的因而是平等的。在国际组织内，各成员国不论大

小强弱，也不论其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在国际法

上的地位原则上一律平等，不得有任何歧视。如轮换制、

一国一票制等。 

第四，国际组织是以国家间的正式协议为基础而建立的。国际



组织的主要机构、职权、活动程序以及成员国的权利与

义务，都应以基本文件为依据，不能超越基本文件所规

定的范围。它的效力原则上只及于成员国，非经非成员

国同意不能为其创设权利或者义务。 

3、 现代国际组织的类型 

现代国际组织名目繁多，宗旨不一，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不

尽相同。一般可分为： 

——一般政治性组织与专门性组织：前者具有较广泛的职能，

是以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为主的组织，如联合国、非洲联盟

等；后者则只具有较专门的职能，是以某种专业技术活动为主的

组织。 

——世界性与区域性组织：前者不问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地

理位置及其他因素如何，是对一切国家开放的组织；后者则是某

一地区国家参加的且职权以该地区为限的国际组织；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临时的与长设的、与联合

国有关和无关的国际组织等。 

4、 现代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 

（1） 国际组织数量在爆炸性增长：据国际组织年鉴

（1997-1998）的统计，全世界各种大小的国际组织

已达 45，000 多个，其中政府间组织有 6，000 个，

非政府间组织约 39，000 个（1907 年时，全世界总

共只有213个国际组织，其中政府间组织只有37个）。



中国从 1971 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积极参

加国际组织的活动，20 世纪 90 年代，参加的国际组

织已有 600 多个，其中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70 余个。

（国际组织与地缘政治） 

（2） 国际组织的活动范围包罗万象，可以说国际社会的各

个领域都有专业组织在活动。 

（3） 国际组织的区域化与专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

组织间的协调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本身的边

缘化与改革问题。 

 

第二章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 

（4 学时） 

1、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确定 

国际组织对外开展有效活动的基础是在其活动范围内占有必

要的法律地位，而这种地位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人

格。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就是它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独立享有权

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资格。这种法律人格的来源有： 

——授权说 

——暗含权利说 

——实体法的发展 

2、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范围 

——缔约权 



——诉讼权（在成员国国内法院） 

——使节权 

——豁免权 

3、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有限性与特点 

——与主权国家的区别（有限性） 

——职能性特点 

——国际诉讼权利的限制：只能在国际法院请求发表咨询意见 

以上特点进一步说明了国际组织的国家间性质。 

 

第三章 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 

（4 学时） 

1、 成员资格的分类与取得 

——原始成员与纳入成员 

——正式成员与联系成员（准成员） 

——观察员：没有投票权，参与程度比联系成员更有限 

——香港、澳门参加国际组织的问题：作为正式成员（如世界贸

易组织）；作为联系成员（如国际海事组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

员参加（如国际劳工组织） 

——台湾问题：（1）奥运会模式（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2）台

湾与世界贸易组织（以中国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义作为一

个单独关税区于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参加；“我先台后”的原则

与程序）；（3）世界卫生组织：台湾要求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否则



它扬言要进行公民投票；（4）台湾参加国际互联网名称与数码分

配联合会的支持组织“政府咨询委员会”（the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的国际法问题。在该组织中，台湾的顶级域名为 TW，

在此种情况下，该组织能否在中国开会） 

2、 成员资格的丧失 

第一，开除。一成员国如严重或屡次违反组织章程，则有可能

遭到被除名的后果。如 1954 年捷克斯洛伐克因拒绝履

行财政义务被世界银行除名，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第二，中止权利。如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籍一

度中止，以及联合国宪章第 19 条的规定等。 

第三，退出组织。指成员国主动退出某一国际组织，但通常也

有一定的程序和条件（如提前通知等）。如美国、英国

和新加坡退出教科文组织。 

 

第四章 国际组织的组织结构 

（6 学时） 

1、 全体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成员和联系成员的代表

组成，通常都赋有广泛的职权，是国际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 

——代表的数量限制（1-多名不等） 

——代表的资格要求（特别是一些专门性国际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的三边结构（资方（经委）、劳方（全总）

和政府（劳动部）） 



2、 理事会——执行机关。是一个参加成员有限的机关。如安理

会由 15 个成员组成；经社理事会由 54 个成员组成。理事会

成员一般由大会选举产生。有的国际组织规定所有成员在理

事当选资格上具有平等权利；而另一些却要照顾某种特殊利

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地域分配原则。 

3、 秘书处——行政机关。每个国际组织都有一个处理日常行政

事务的机关，通常称为秘书处。但万国邮政联盟和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称为国际局等。秘书处一般由秘书长（总干事）和

其他工作人员组成。与大会和理事会的成员不同，他们不是

各成员国的代表，而是一批以个人资格任职的国际文职人

员。 

——秘书长（总干事）及其选举：联合国成立之初，有人曾建

议将联合国的行政长官称为执行官长（the Executive Head），但苏

联等国家反对，以避免将联合国理解为超国家机构。历届秘书长

也都加强联合国及自己的权力，但都没有多大作为，在这方面，

加利和安南均遭受了很大挫折。这使人们再次认识到秘书长就是

一种管家的作用，而不是主人，联合国的真正主人是各成员国。 

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与任命；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由部长会

议任命，所有职员由总干事任命。 

——其他工作人员的招聘与任用 

——秘书处的国际性质：国际公务人员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

他们的国际性质（international character）。保证秘书处工作人员国



际性质的法律规定在联合国宪章和各国际组织的组织章程中都有

明确规定。联合国宪章第 100 条有两项规定，第一项要求秘书长

及工作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

或其他当局的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的行动，

秘书长及工作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第二项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

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工作人员责任的专属国际性质，决不设法影响

其责任的履行。但一般来讲，“国际”忠诚与国家“忠诚之间也并

不一定始终存在着必然的矛盾。 

 

第五章 国际组织的决策程序 

（6 学时） 

国际组织的决策程序不但构成其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和方式，而

且也直接影响着该组织的活动性质、工作效率及其发展前景。 

1、 投票权分配制度 

——一国一票制：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加权投票制：指某些国际组织按照成员国实力的大小、责任

和贡献的多少而分配投票权的方法。最典型的是布雷顿森林模式：

在理事会中，每个成员各享有 500 个（以前为 250 个）基本投票

权。此外，则按各成员国在基金或世行所占的份额或特别提款权，

以每 10 万美元或特别提款权增加一票的方式计算加重投票权。是

一种基于国家实力的投票权分配制度。 

其他国际组织也有类似制度，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的发达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接受援助的三类国家各享有 1/3 的投票权

（1800 个），但接受援助的国家数目最多；欧洲共同体组织章程

中关于欧洲议会席位的分配；以及安理会中的否决权等。 

2、 表决制度 

——一致表决制：充分尊重国家的主权与平等，但也有其局限

性，涉及国际组织的效率与民主问题； 

——多数表决制：简单多数与特定多数 

——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1）概念：一种不经过投票的决策

过程；（2）历史发展：1964 年联合国大会有关苏联和法国拖欠联

合国会费后，是年第 19 届联大开了一届不投票的会议；以及此后

的发展；（3）利弊分析。 

                 

第六章 联合国 

（6 学时）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

间组织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主体。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联

合国组织，在现代国际法中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协调专门

性国际组织与区域性国际组织以及各国行动的全球性中心，而且是谋

求国际社会集体安全的现行国际法律秩序的中枢。任何当代国际法律

问题，几乎都与联合国有关。对联合国法律制度的了解，有利于进一

步理解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基本性质与特征。 

一、 联合国成立的背景 



1、 第二次世界打战与联合国 

2、 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 

3、 联合国家关于国际组织的会议 

4、 《联合国宪章》与《国际联盟盟约》的比较 

5、 《联合国宪章》的解释与修改问题 

二、 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 

1、 概述 

2、 联合国的宗旨 

3、 联合国的原则 

三、 联合国的会员国 

1、 联合国会员资格的取得 

2、 联合国会员资格的丧失 

3、 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 

四、 联合国的组织结构与职权 

1、 大会 

2、 安全理事会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4、 托管理事会 

5、 国际法院 

6、 秘书处 

7、 联合国的法律地位 

五、 联合国的改革问题 



 

第七章 区域性国际组织与专门性国际组织 

（4 学时）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区域性国际组织与专门性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与基本体制，了解区域性与专门性国际组织的发

展趋势，基本掌握普遍性国际组织与区域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组

织一般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和影响。 

一、 区域性国际组织 

1、 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法律性质与地位 

2、 各洲区域组织 

——美洲的区域组织 

——亚洲与太平洋的区域组织 

——非洲的区域组织 

——欧洲的区域组织 

二、 专门性国际组织 

1、 专门性国际组织的兴起 

2、 现代国际组织体系中的专门机构 

三、 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与基本体制 

1、 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 

2、 专门机构的基本体制 

四、 专门机构的分类与职能 

五、 区域性与专门性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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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练习] 

1. 何谓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可分为哪些类型？与国际民间组织相比，政府

间国际组织有哪些基本的特征？ 

2. 何谓国际组织法？ 概述国际组织一般制度的基本内涵。 

3. 概述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说明国际组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国际

关系中的具体表现与特点。 

4.  试说明联合国法律制度在现代国际法中的独特地位。 

5.  联合国有哪几个主要机关？ 联合国大会是如何组成的？它的主要职权

是什么？ 

6. 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主要职权与表决程序是什么？ 试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否决权的法律依据。 

7. 何谓专门性国际组织及联合国专门机构？ 

8. 何谓区域性国际组织？ 联合国如何处理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