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院通〔2019〕82号

关于开设湖南师范大学 2019年微型课程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为深化研究生课程建设改革，拓宽研究生知识面，优化

研究生知识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经学院申请、研究

生院审核，拟开设微型课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

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课程介绍

课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律外交为主线，内容主要涉及

我国进入 21 世纪以后法律外交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蓝色

外交、绿色外交、红色外交、数字外交、一国两制与国际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等，并分别就它们的特点、内容、

成效及吸取的教训进行阐述和分析。课程旨在开阔学生国际

法知识的视野，提高解决国际法疑难现实问题的能力。本课

课程具体信息详见附件 1-附件 3。

二、开课时间及开课地点

开课时间：2019年 12月 01日至 12月 4日（下午

2:30-5:30）



开课地点：法学院 501教室

三、授课对象

面向全校研究生开通选修。

四、课程考核与学分

课程考核按普通课程要求进行，考核合格，可计 1学分，

可兑换培养计划内任意选修课学分。每位学生计入培养计划

的微型课程总学分数原则上不超过 2学分。

五、报名要求及流程

（一）报名要求及起止时间

微型课程网上报名学生需满足以下要求：

1.本校研究生；

2.学生本学期已完成学期注册并通过院系审核；

3.学生必须已提交培养计划并通过导师审核；

4.报名起止时间为 2019年 11月 20日-11月 29日

（二）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4

六、其它

1.“研究生微型课程”是我校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

举措，各开课学院应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将课程开课情况及

时通知研究生，并积极组织研究生选修微型课程。

2.开课学院应指派专人负责微型课程的管理，做好接受

报名、课程安排、教学管理和成绩录入等工作。微型课程结

束后需提交课程总结一份，具体内容参考附件 5。

3.研究生选修微型课程后，应服从开设课程学院管理人



员和任课教师的管理，全程认真参与课程授课，自觉遵守教

学纪律和考核纪律。

附件：

1. 主讲教师简介

2. 课程实施方案

3. 课程教学大纲

4.网上选课操作流程

5.课程总结材料清单

研究生院

2019年 11月 20日



附件 1.
主讲教师简介

黄惠康， 现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部正司

级干部、国际空间法学会会员、武汉大学国际法所兼职教授、外

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法学院客座教授、西北

政法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1978-1982 中国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哲学学士；

1982-1984 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法

学硕士；

1984-1995 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

教授；1985-1988 中国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1985-1989 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法

学博士；

1988-1989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客座教授；

1991-1994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助理秘书长，新德里；

1995-2002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一秘、参赞；

2002-2004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首席馆员；

2005-2008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

2009-2010 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副市长；

2010-2011 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

2011-2013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

会长；



2014.01—2017.10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黄惠康大使（司长或教授），工作经历跨政（外交）、学（大

学）、研（条法）、社（协会）四个领域，有国家机构也有国际机

构。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著作

等身，是重要的国际和外交事件、重要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制定

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是外交部条约数据库的推动者和建设者。是

条法司编写的多部著作的主编。在国际法的普及和推广方面功勋

卓著。力推我校法学院与外交部条法司结成友好交流合作单位，

推荐我校教师到外交部交流。多次到我校做外交形势与国际法关

系的报告。黄司长的报告资料丰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受到

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附件 2.
课程实施方案

一、课程目的

本课程旨在开阔学生国际法知识的视野，提高解决国际法疑

难现实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律外交为主线，

阐述和分析重大外交事件及事件背后的国际法支撑，弥补当前课

本案例陈旧之不足；同时透彻阐释与我国利益相关的国际法疑难

问题，答疑解难，并提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法律对策，实现法

律为政策服务的目的。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涉及我国进入 21 世纪以后法律外交的一些重大

事件，包括蓝色外交、绿色外交、红色外交、数字外交、一国两

制与国际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等。分别就它们的特点、

内容、成效及吸取的教训进行阐述和分析。中间穿插大量生动鲜

活的国际法案例，并结合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及国际政治的基本理

论和现实。

三、教学计划：

序号 课程内容
课堂讲课 实践 课堂讨论 课外自学

学时 学时 学时 学时

1 第一讲 法律与外交的融合之道 2

2
第二讲 蓝色外交（海洋）与国

际法
2

3
第三讲 绿色外交（气候）与国

际法
2 2

4
第四讲 红色外交（追逃追赃）

与国际法
2 2

5
第五讲 数字外交（网络）与国

际法
2

6 第六讲 外交法律实务指南 2

总学时 16



四、课程考核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30%；结课自选课题占总成绩 70%。

五、学员选拔方法

面向全校研究生开通选修（有法学或国际政治、国际法专业

背景最佳）。

六、课程管理

由研究生院及法学院共同管理，并由法学院负责老师负责主

讲教授的教学组织及其他事宜。



附件 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教学大纲
Big-Country Diplomacy of China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第一部分 大纲说明

1．课程代码：W00000022
2．课程类型：任意选修课

3．开课时间：2019年秋季学期(12月 01日- 12月 04日)
4．课程目标：本课程旨在开阔学生国际法知识的视野，提高解决国际法疑难现实

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律外交为主线，阐述和分析重大外交事件及事

件背后的国际法支撑，弥补当前课本案例陈旧之不足；同时透彻阐释与我国利益相关的

国际法疑难问题，答疑解难，并提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法律对策，实现法律为政策服

务的目的。

5．面向学科：法学、文学、教育学、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方向

6．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和撰写论文。总评成绩=平时成绩（30%）+课程论文（70%）。

平时成绩为到校情况、问答情况、讨论情况等的总评。课程论文主要是对当前与我国国

家利益相关之重大国际法问题的研究型文章。

7. 预修课程：无

8. 教学方式：讲授、问答和讨论。讲授为主。

9．学时学分：16学时，1学分

序号 课程内容
课堂讲课 实践 课堂讨论 课外自学

学时 学时 学时 学时

1 第一讲 法律与外交的融合之道 2

2
第二讲 蓝色外交（海洋）与国际

法
2

3
第三讲 绿色外交（气候）与国际

法
2 2

4
第四讲 红色外交（追逃追赃）与

国际法
2 2

5
第五讲 数字外交（网络）与国际

法
2

6 第六讲 外交法律实务指南 2

总学时 16

10．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



教材：

教师自备讲义

参考资料：

1. 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2.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3.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中译本,第 1卷第 1、2分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1998年版。

4. 周鲠生主编.《国际法》.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5. 王灵桂等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与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6. 李双元，蒋新苗.国际私法学案例教程》（第 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版。

7. 屈文生、石伟.《法律英语阅读与翻译教程》（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8. 余劲松 、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4年版。

9. 邵沙平.《国际法院新近案例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10. 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编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汉英对照）．海洋

出版社 2013年版。

11. 吴士存．《国际海洋法最新案例精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12. 路易斯·B·宋恩 (Louis B.Sohn)、克里斯汀·古斯塔夫森·朱罗．《海洋法精要》．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13. 萨切雅·南丹 (Nandan S.N.)、 沙卜泰·罗森 (Rosenne S.)．《1982年<海洋法公

约>评注》．海洋出版社 2014年版。

14.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5. 万鄂湘．《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6. 外交部条法司编，《主要国家条约法汇编》，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17. 段洁龙．《中国国际法实践与案例》．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18. 饶戈平，李赞．《国际条约在香港适用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

19. Olivier Corten Pierre Klein.The Vienna Conventions on the Law of Treaties:A
Comment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0. Robert Kolb. Law of Treaties:An Introducti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16.
21. Angela Lupone,Anna Micar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1st ed). Springer, 2016.
22. Rudolf Dolzer & Christoph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第二部分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Robert+Kolb&search-alias=books


第一章 法律与外交融合之道

1. 本章主要内容：

介绍当代国际法新发展的几种表现形式，及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的国际法支撑。介

绍中国法律外交的缘起、主要内容、特点和作用。以及国际法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及

目前国际法重大课题的选题方向。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国际法的新发展“新”在何处；新时代法律外交的特征；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及

目前编纂活动的进展；外交部条法司的工作内容及对国际法的贡献。

3．预备知识要求

国际公法基本原理

4．主要参考资料

 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周鲠生主编.《国际法》.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中译本,第 1卷第 1、2分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1998年版。

 外交部条法司编，《主要国家条约法汇编》，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段洁龙．《中国国际法实践与案例》．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二章 蓝色外交与国际法

1．本章主要内容：

本章学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程序部分的主要条款、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

裁决及其实体问题裁决、我国为什么采取不承认、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教学方法包

括讲授、视频、讨论等方式。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98条的规定的理解及我国保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仲裁的规定；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裁决的不合理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

的不合理处；我国的立场分析。

3．预备知识要求

《海洋法公约》的主要条文

4．主要参考资料

 路易斯·B·宋恩 (Louis B.Sohn)、克里斯汀·古斯塔夫森·朱罗．《海洋法精要》．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萨切雅·南丹 (Nandan S.N.)、 沙卜泰·罗森 (Rosenne S.)．《1982年<海洋法公

约>评注》．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

 屈广清，曲波．《海洋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吴士存．《国际海洋法最新案例精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第三章 绿色外交与国际法

1．本章主要内容：

当今世界围绕环境问题召开的几次重大会议，形成的重大法律文件；中国在气候变

化谈判中所做的工作；中国履行气候变化公约的情况；中国目前的环境政策和法律。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重要环境公约的形成背景；《巴黎协议》面临的困境；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

色。

3．预备知识要求

中国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

4．主要参考资料

 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林灿铃、吴汶燕：《国际环境法》，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王曦：《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四章 红色外交与国际法

1．本章主要内容：

我国外逃官员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及其资金流向；我国目前引渡条约的签订情况；我

国目前追逃的主要方法及成效；我国目前追赃的主要方法及成效；美国或加拿大引渡国

内法或移民法基本情况。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引渡与遣返的区别，各自的优势及弱点；赃款分析协议的达成需要怎样的步骤；中

美商签双边引渡条约的障碍。

3．预备知识要求

引渡、遣返的基本概念；引渡条约的基本内容。

4．主要参考资料

 黄风：《引渡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裴兆斌：《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司法协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张士金：《资产追回国际法律合作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五章 数字外交与国际法



1．本章主要内容：

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国家和非国家行动体网络攻击的法律责任；网络空间立法的

最新现状及中国的参与情况。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中国在网络空间立法中的话语权问题；我国网络主权维护的主要措施；非国家行动

体网络攻击的法律责任；网络空间与传统国际公地的比较。

3．预备知识要求

网络空间的基础知识；国家主权的基本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论。

4．主要参考资料

 黄志雄：《网络主权论——法理、政策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版。

 周鲠生主编.《国际法》，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何英：《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六章 外交法律实务指南

1．本章主要内容：

外事礼仪、外事文书、外事管理、外交特权与豁免法和涉外案件的处理。讲授为主，

兼接受提问。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外事礼仪的平等如何体现和表达；外事活动的敏感性；外事保密义务；大使和领事

特权与豁免的区别和联系。

3．预备知识要求

外交部礼宾司网站相关资料；教科书中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基本内容。

4．主要参考资料

 黄德明：《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美]基辛格著：《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 1998年版。

 [英]马尔科姆·N·肖著：《国际法》，白桂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附件 4.

微型课程网上选课操作流程



一、登录学生界面。

二、依次点击“培养管理”->“学生网上选课”。

三、找到课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课程编号：

W00000022），点击“选课”，进行选课。



四、选课成功后，等待研究生院审核，审核通过后，学生可在“选

课结果查询”中查到该门课程。

附件 5.

微型课程总结材料清单



序号 内容 电子版或纸质版 签字

1 开课通知

2 课程课表

3 选修名单

4 课程作业

5 课程成绩单

6 课程小结

7 学生心得

8 课程照片

9 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