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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9 年是武汉大学恢复法学教育 30 周年。在以韩德培、马克昌为代表的老一
辈法学家的带领下，法学院广大师生员工辛勤耕耘，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服务社会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武大国际法
评论》也将继续秉承这种兼容并包、博采众长、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力图向大家展示选题新颖、有独到见解和学术价值的国际法理论优秀成果，为进一
步推动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学术争鸣、提升我国国际法学科的研究水平贡献一份力
量。本卷为第十二卷，设有三个专题，分别探讨了有关文物贸易与文物保护法、侵
权法律适用和鹿特丹规则的问题，另有“专论”、“经典译评”、“书评”与 “武大
国际法学人”四个栏目。

专题“文物贸易与文物保护法”共有五篇文章。郭玉军教授、唐海清博士生
的《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指出，《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
产公约》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发
展中的里程碑。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保护体系、保护原则、
保护范围、保护模式等方面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保护理念科学化、法律渊源多元
化、保护手段趋硬化、国内国际保护机制趋同化的发展趋势。余诚博士生的 《英
美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及立法介评》分析了英美有关水下文化遗产的政
策、立法，指出其关注水下文化遗产中的私人利益、维护本国的既有利益的传统;
而如今则体现出日益重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并尽力平衡及协调蕴涵于水下文化遗产
中的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及私人利益的趋势; 并认为我国有关政策及立法可借鉴英
美有关政策及立法予以完善。张函博士的 《美国文化财产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一
文，介绍了《文化财产公约执行法》与 《国家被盗财产法》在美国文化财产保护
上的重要性，指出后者的适用与前者的冲突削弱了 《文化财产公约执行法》的立
法目的，实质上已经导致了文化财产保护法律的混乱。 《国家被盗财产法》以与
《文化财产公约执行法》一致的方式适用可以避免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混乱。仿照
《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对 1970 年 UNESCO 公约进行
修正，有助于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财产的保护。而在 《中美文物保护双边合作的
新进展———以美国限制进口中国文物为视角》中，高升副教授认为，中国依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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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国际公约向美国提出的对来自中国的考古文物施加进口限制的请求，既符合
我国文物出口管制立法，防止我国珍贵文物流失，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目
标，同时也满足了美国实施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所要求的达成文物进口限
制协议必备的四个要件。文物进口限制协议的达成为遏制中国考古文物非法流入美
国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也为未来两国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开展文物交流与合作注
入了新的活力。但为了发挥其预期效果，需要完善协议的实施机制，加强中美双方
的合作，适时调整我国的文物保护策略，鼓励各种形式的文物流通，促进合法的文
物国际流转。霍政欣博士在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探究———以比较法与
国际私法为视角》一文中指出国际文物追索诉讼由起诉时文物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并依据“物之所在地法”确定准据法是各国普遍遵循的做法。各国关于文物归属
的实体法律冲突较为严重。对于战争期间流失且早已被外国博物馆或个人公开收藏
并展示多年的中国文物，一般无法通过诉讼追索之; 对于流失多年、但下落一直不
明，近年来才得知其具体情况的文物，要视其转让所在地国的法律来判断诉讼的可
行性; 对于近年来流失的文物，一旦获知其具体下落，应积极采取措施，尽早提起
国际民事诉讼予以追索。

专题“侵权法律适用”中共有四篇文章。赖淳良博士的 《跨国侵权行为的成
立要件与损害赔偿》尝试从美国国际私法理论的新近发展出发，整理出跨国侵权
行为的选法规则，并论证区分侵权行为成立要件与损害赔偿的必要性，说明发展不
同选法规则的可能性。文章指出侵权行为法条的结构可以分为成立要件与损害赔偿
两部分，在跨国侵权行为中有关成立要件的判断，与侵权行为地有较为密切的关
连，相对独立于损害赔偿的选法规则。从理论上看，由于主权、入境随俗、当事人
预期等理由，区分侵权行为成立要件与损害赔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何其生教授、
卢熙硕士生的《论侵权行为自体法的发展》分析了侵权行为自体法理论要求适用
法律时必须给予多元化之考虑，指出最密切联系方法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最为重要的
方法之一，并应需要自身不断发展; 晚近传统侵权法律适用理论排斥当事人意思自
治原则的各种原因已不再牢不可破，意思自治原则得到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多国家
的认可。因而，侵权行为自体法作为一个概念从其本意而言，只要能够选出侵权行
为案件最为适当的法律，就可以纳入这一概念的范畴，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不例
外。向在胜副教授、文捷硕士生的 《论侵权法律适用中法院地法对外国法的限制
———兼论我国涉外侵权法律适用法的未来立法选择》一文，介绍和分析了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各国和地区侵权法律适用立法对外国法进行限制的三种模式———英
格兰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认为传统的重叠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的
做法具有诸多不合理性，我国未来立法应放弃此种做法，而德国采用特殊公共秩序
保留条款的做法值得借鉴。李庆明博士的 《美国 〈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诉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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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选择》一文指出，面对 《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本身没有规定法律选择规则以
及可适用的法律的问题，各个巡回法院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总体而言受 《裁判规
则法》与《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指引; 对于所诉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法院一般
适用国际法和侵权行为地法，而对于赔偿金额和诉讼时效问题则适用美国国内法，
包括联邦普通法。

专题“鹿特丹规则”共有两篇文章。向力博士生在 《论货物控制权———以
〈鹿特丹规则〉货物控制权规定为中心展开》分析了在既有货物运输公约和民间规
则中对“货物控制权”的规定，指出其本质是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下对货物的处分
权; 认为《鹿特丹规则》对货物控制权的制度内核并无多大新意，很大程度上是
借鉴 CMR第 12 条和 CIM1999 第 18、19 条的规定; 并探讨了货物控制权的制度价
值; 最后提出我国应借鉴 《鹿特丹规则》货物控制权立法的积极成果，充实和完
善我国货物控制权规则。在《论〈鹿特丹规则〉批量合同下的货方利益保护》中，
胡长胜博士生认为《鹿特丹规则》为批量合同建立了不同于以往国际海上货物运
输公约的法律制度; 为了保护货方利益，其对批量合同中的背离条款进行了形式限
制和实质限制，并为批量合同的第三方提供了保护措施; 但是 《鹿特丹规则》关
于批量合同的规定从货方利益保护角度看尚有不周之处，其从私法角度进行的制度
设计也难以完全满足要求，需要有关国家的国内法从公法角度为货方利益保护进行
相应的制度安排。
“专论”共有三篇文章。在 《析 WTO 对发展中成员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一文中，陈咏梅副教授认为，面对 WTO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所遇的各种挑战，发
展中成员应该将国内政府部门、私人企业和市民社会的代表有机地组织协调，使国
内人员广泛参与并吸收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 WTO 秘书处应意识到贸易规则并
非以“法治”为其最终目的，而是各种发展背景可资利用的工具; 赞助方则应将
能力建设视为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帮助发展中成员作出更多政策选择的一项长期
性、根本性的事务，而非将其视为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一部分的短期减让。以上调
整或许将使 WTO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更加有效。

肖夏博士生在《保障措施领域 DSB的审查标准问题探析》中提到，除 DSU 第
11 条外，《保障措施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也是保障措施领域审查标准的法律基础。
除了贯穿整个审查程序的一般标准，保障措施的一些实体要件也有其各自具体的审
查标准。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逐渐发展出的审查标准并没有给各国
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引。因而，文章剖析了保障措施领域当前审查标准所面临的困
境，指出各国应该正确认识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能动性，从而面对未来的挑
战采取正确的立场和应对措施。

吕炳斌博士在《WTO争端解决中上诉机构 “完成分析”问题研究》中总结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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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形成的上诉机构 “完成分析”包含的两类情形和完
成分析的前提条件; 指出针对 “完成分析”引起的正当性争议，上诉机构根据
DSU第 3 条第 3 款和第 7 款证明“完成分析”的正当性，并根据 DSU 第 17 条第 6
款和第 13 款规定的权限进行自我限制，在多数案件中拒绝完成分析。“无法完成
分析”引发的困境的临时性解决对策是专家组提供“备选事实认定”，最终的解决
对策是在 DSU 中引入恰当的发回重审程序。中国参与 WTO 争端解决要善于利用
“完成分析”这一 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做法”。

在“经典译评”栏目中，齐湘泉教授翻译了巴托鲁斯的《法律冲突论》，并探
讨了国际私法的起源与巴托鲁斯冲突法理论等问题。而在 “书评”专栏中，刘瑛
副教授从“国际法本体的建构与自然国际法的复兴”角度对 《国际法本体论》做
出评介，并对书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2009 年是我国现代国际法泰斗、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周鲠生教授诞辰
120 周年。黄进教授特地推荐在本卷“武大国际法学人”专栏中重新刊发李谋盛教
授早年撰写的《周鲠生教授传略》一文，同时卜璐博士生撰写了 《周鲠生国际法
思想评述》，以纪念周鲠生先生，相信先生为人处世之道、教书治学之风以及其熠
熠生辉的思想能给后辈晚学带来很多的启示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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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一: 文物贸易与文物保护法

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郭玉军＊＊ 唐海清＊＊＊

内容摘要 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是在战争造成文化遗产毁损的历史背景下产生
的。1954 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具体的文化
遗产保护制度，是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发展中的里程碑。20 世纪中叶以来，文化
遗产国际法保护在保护体系、保护原则、保护范围、保护模式等方面不断发展，并
呈现出保护理念科学化、法律渊源多元化、保护手段趋硬化、国内国际保护机制趋
同化的发展趋势。

关 键 词 文化遗产 文化财产 国际法保护 原真性原则

目 次

一、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一) 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
(二) 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产生
(三) 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发展
(四) 国际组织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形成与发展

二、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现状
(一) 保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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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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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一般课题“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问题
研究”( 项目编号: 06SFB2054) 的阶段性成果。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武汉大学艺术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贵阳学院法律系讲师。



(二) 保护原则
(三) 保护模式
(四) 对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现状的评价

三、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一) 保护理念科学化
(二) 法律渊源多元化
(三) 保护手段趋硬化
(四) 争议解决便捷化
(五) 国内、国际保护机制趋同化

四、结语

文化遗产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和外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历史上，文
化遗产在各国的称谓不同: 在中国指文物、历史建筑，在日本被称为文化财产，英
国为 Cultural Property，法国为 Bien Cultural，德国则为 Kulturelles Erbe。文化遗产
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历史长河的实证、民族精神的寄托、文化
传承的媒介、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文化遗产不仅是各国、
各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起源于 1899
年海牙第二公约 ( 《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条款，1954 年
通过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标志着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正式
形成。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经过不断发展，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逐步走向比较全面
完善。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
解决文化遗产相关争议、遏制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毁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前，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呈现出保护理念科学化、法律渊源多元化、保护手段趋硬
化、争议解决便捷化、国内国际保护机制趋同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外对于文
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文化遗产国际法保
护的实践要求。本文基于宏观视角，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现
状、发展趋势等方面对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进行回顾与展望，以期对于文化遗产国
际法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一、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遗产保护手段，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正式产生。在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动下，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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