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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法被普遍认为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工具，但国际法是否能成为个人与国家之间实现权利

义务的保障？随着个人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提高，个人是否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成为了重要的话题。

本文即从国际法对国际主体地位的规定出发，并通过总结近代以来国际法的立法层面以及发展方向，探

究个人是否具备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并就国际人权、国际环境和和国际刑法领域的国际性法律文件的

发展趋势，辨析个人在这些领域是否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并就个人获得国际法主体资格对于国际社会

的有利之处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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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law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tool for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sove-
reign states, but can international law become a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
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tate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n individual’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ther an individual possesses the status of a subject of interna-
tional law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ro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subjects, and by summarizing the legislative level and develop-
ment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ince modern times, explores whether an individual poss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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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of a subject in international law.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hu-
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
tional criminal law, it analyzes whether an individual possesses the qualification of a subject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se fields, and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obtain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an 
individual as a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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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法地位介绍 

1.1. 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法主体的确立标准不尽相同。我国学界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表示，一个主体

进而想要成为国际法主体首先需要具备在国际之间独立的交往能力，即可以同国际上的不同国家进行国

际交流的能力[1]。此外，国际法主体还应当具备享受依据国家法明确规定的一系列权利，同时在权利受

到侵害时还可以以主体地位独立的向侵权方主张赔偿请求的能力。 
现如今被国际社会所共同承认的可以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单位有国家、政府间组织以及独立的民族。

对此，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间组织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2]。但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所拥有的主体资

格与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相比，其主体资格是不够完善的，因为这种组织在国家部门当中其实质是为了

追求国际间的共同利益而创立的国际利益联合体。不管怎么样，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毋庸置疑的拥有国

际法上的地位，且是国际法主体当中最符合要求也是最完整的。而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独

立的民族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也渐渐的得到了确认，但是学界似乎并没有完全认可独立民族的法律地

位([3], p. 196)。 

1.2. 个人在国际法主体地位认定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法上普遍认可的主体只有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然而在一战结束后，

学术界的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就这一观点提出了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就世界大战后

战争赔偿为例，战争赔偿所涉及法律关系不应当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应当有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赔偿

问题[4]。如果个人想要具备独立向他国提起赔偿诉讼的能力，那么首先就要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学术

界对于个人是否是国际法主体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个人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3], p. 196)。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操办者，但政府

并不是具有智慧的生命体，而政府的实质是人组成的国家机关，所以得出人才是实现一个国家所有事务

的关键，那么在国际上国家之间的沟通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的沟通，并且最终享受和承担国家间的

权利义务的是个人，国家行为实际上就是个人行为的表现，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实质上也是由个人来实

现。但这种观点完全否认主权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没有将国家与个人的权利义务完全辨析开，从另

一种角度来讲就是否定国家主权的存在，这对于国际法理论体系来讲是背道而驰的。 
二、个人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3], p. 19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支持传统的国家法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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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构成标准，即不认为个人具备在国际之间独立交往的能力、个人也没有享受国际法当中的权利。但是

这种观点在近些年来看稍有些站不住脚，因为越来越多直接对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规定的国际性相关

法律被制定并予以实施。 
三、个人在一定的范围内拥有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3], p. 196)。这种观点是前两种观点的折中体现，

首先它并不否认国家的主权，承认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其次，它又想表明某些范围内，人

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从国际法主体的构成标准的通说观点来看，国际关系承认的主权国家是最标准

的国际法主体，对于政府间组织来讲，其只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法主体单位，那么将个人也看作是另一种

特殊的国际法主体单位应该也是恰当的。尤其是在当下，无论是各个国家自身制定的法律还是国际公法，

都越来越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并在立法层面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人权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不可磨灭的话

题，和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等其他的国际法主体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2. 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伴随着国际多样化趋势，各国间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个体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使个体在

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法传统理论及条款也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

发展，使之相关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进而客观地树立起个体在国际法中的

主体地位就可以更好地推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交易、发展，国际法传统理论及规则就可以随之不断地

充实与完善。 
从经济角度看，国际经济领域发展中个人的参与日益频繁，个体对国际经济活动所做的贡献日益凸

显。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纠纷与争议，若是没有承认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就

会使这些摩擦与纠纷很难得到解决，也就很难建立正常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交流秩序，从较长期看，

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都是不利的。这样看来，确认个体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对国际经济发展具有巨

大作用，符合经济国际化的大势。 
并且，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国际法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以适应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

国际法本身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因此国际法也相应的要求主体之间要相适应。独立主权国家是国际法适

格主体等传统国际法理论观点，置于当前国际社会环境下，显然已无法满足国际法发展的需要。我们要

承认国际法作为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平和正义、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个人和国家之间

的交往地位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却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明显不利于国际法目的的发挥[5]。确认个人在国际

法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是简单地强化国际社会对个人合法权利的维护，而是彰显国际法为法律之目的，使

国际法得到更好地贯彻。 

3. 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法律依据 

首先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在国际人权法方面得到了较为明确的确认，特别是在各种带有地区性的

和全球的人权公约和人权保障机制中得以表现[6]。那么如果个人的权利遭受了来自本国的侵害，甚至是

受到了其他国家的侵害，个人是不是就能直接的以自己的名义，再根据国际法或者是人权公约的规定向

国家提出停止侵害甚至是请求赔偿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呢？不管怎么讲，这种保障人权的法律和公约应当

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重要依据。个人在国际关系当中是否具有独立的诉讼能力

决定了个人的利益在国际层面上是否能得到合法保护，那么或许在那时，个人可以在找不到相关法律依

据的时候，或者已经存在的法律不可以依据的时候，依靠国际人权法的被动地位获得合法权利的有效救

济，这便是国际公约赋予个人的独立享有的权利。个人可以依据个人申诉制度保障自己的合法人权不受

侵害；同时，个人也可以依据国际法法规行驶国际法主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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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环境法中对于个人的国际主体地位也有相关规定，首先在立法层面，国际环境法关于对国际

环境的保护所规定主体，明确提到了个人、法人、社会团体也可以成为保护国际环境的主体，由此在法

律层面确立了个人、法人、社会团体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主体地位[7]。比如联合国规定：对国际海底区域

必须遵守“平行开发”的制度，联合国制定的《海洋法公约》第 153 条规定：个人和国家可以合作制定

海洋开发计划，并且享有平等的开发国际海底区域权利，个人还可以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进入国际海洋

法庭海底分庭。如果准许个人或者法人作为国际诉讼当事人出庭，那么就意味着个人拥有了享有国际法

明确规定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的能力，并且个人也能够主动的就权利侵害向国家提起诉讼程

序，以保障自身权利的实现和被侵害追偿权利实现。 

3.1. 个人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法律部门，隶属于国际法体系，其与国际法所适用的主体应当

一致，个人也属于其规制的主体范围[8]。其次，环境权也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个人环境权的保

护应当同人权国际化一样成为国际人权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否则个人环境权利将因为得不到保障而难以

实现。从国际环境立法层面来看，不管是国际公约还是估计条约或是其他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在国际

环境中都已经将公司和个人作为主体加以明确规定，所以公司和个人也同样享有环境权也应承担保护环

境的义务。并且，随着全球环境污染加剧，一些环境污染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是个人，一些实施环境污染

的罪魁祸首也是个人，如不将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加以规制，则不利于环境保护全球化的发展，不利于

受害者对损害的追偿，也不利于对环境污染者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环境权具有主体广泛的特征，其获利主体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人，并且它还可以是一项代际的权

利。联合国有关部门在 1994 年发表的《人权与环境原则宣言(草案)》中表明，任何人都有权利在安全、

和谐、健康的环境中生活。这种权利同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人权一样，是密不可分，相互依

赖的[9]。当这种权利受到威胁或侵害时，任何人也当然的有权请求停止侵害和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无

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一样。对个人国际环境权的保护一定层面来讲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保障和尊

重。 

3.2. 个人在国际刑法中的主体地位 

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原则最早确立于《凡尔赛和约》当中，《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对个人国际刑事

责任的又一发展性成果，虽然该规约与许多国内法有冲突的部分，但该规约不可否认的将个人国际刑事

责任推向了成熟，并且也对国内立法产生了诸多影响，促使国内立法不断的向国际法靠拢。该规约规定

了个人在接受国际犯罪调查时，享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以及不受酷刑的权利，并且个人在认为判决有误，

并且判决侵犯了个人的合法权益是，可以向其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或再判，同时个人也应承担该规约规

定的义务，诸如不发动战争，不发动灭绝种族的行动、不危害人类等义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欧洲纽伦堡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明确宣布了个人可以直接适用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成

为当事主体。 
诸如此类的国际刑法规定明确了个人在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之后，需要承担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刑事

责任，承担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已成必然，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犯罪的法律责任及其法律后果不仅仅直接

作用于国家，也作用于个人，那就证明了个人已然是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或是国际刑法在参与辅助实施国内人权、环境保护

的国际合作时必须要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符，尊重和维护不同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更不

能将这种国际条约作为干预他国内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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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国际法对个人是否具有主体地位的规定尚且不全面，但我们在分析了当前的所有国际法规定后不难

看出：个人在相当一些领域是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比如人道与人权领域，以及在后来发展的国际刑

法领域也对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有明确规定。 
现如今，人权国际化已成为大趋势，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个人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断增多其作

用也越发的突出，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显然提高，这就需要我们对于个人的国际法地位更加关注，

这对于愈发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际事务的处理来讲是有利的，单纯的国内法以不能满足复杂的国际形

势，国际法承认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这显然有利于个人不仅能受到国内法的保护，并且在国际社会中

人权等诸多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和尊重。 
虽然从现存的国际法条约当中我们只能在部分领域找到对个人是否享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相关国际法

条文规定，但个人对他国因战争造成的损害赔偿诉讼权利是否存在是能够确定的，并且从目前国际法的

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法对人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我们无法否认个人或许已经取得了国际法主体地位。

对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不同观点，我们不应当予以否认，而应在将所有的观点融合后，以最有利

于国际发展的目的出发，综合考虑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促进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以谋求国际利

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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