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法学会 

发布 2025 年学术年会主题暨分议题 
 

 

 

各位会员： 

中国国际法学会将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大连举办

中国国际法学会 2025 年学术年会。现发布年会主题暨分议

题。欢迎大家参会并提交论文。本届年会由中国国际法学会与

大连海事大学共同主办。会议通知和邀请函将随后发布。 

    预祝大家新春愉快！吉祥如意！ 

 

 

                              中国国际法学会秘书处 

                               二〇二五年一月九日 

 

 

 

 

 

附：《中国国际法学会 2025 年学术年会主题暨分议题》 

  



中国国际法学会 
2025 年学术年会主题暨分议题 

 

 

主题：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 

 

分议题：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 

1．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的国际法观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阐释 

3．国际法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4．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法治保障 

5．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6．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法解读 

7．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解读 

8．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法解读 

9．多边主义与国际法 

10．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创新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与国际法   

11．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国际法 

12．联合国成立80周年对国际法的贡献 

13．《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的国际法效力 

14．《联合国宪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5．《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问题 



16．“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批判 

17．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8．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效力 

19．联大2758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 

20．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之外的单边制裁评析 

21．联合国“未来契约”与国际法 

22．核保护伞、核延伸威胁相关国际法问题 

三、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 

23．国际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24．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方法与路径 

25．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涉外法治 

26．加强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 

27．涉外法治领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8．《对外关系法》与涉外法治 

29．国家豁免规则的发展和《外国国家豁免法》的实施 

30．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的完善 

31．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法律机制和规则研究 

32．涉外执法效能的拓展与创新 

33．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 

34．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问题研究 

35．完善外国人在华相关法律法规 

四、国际海洋法和极地法 

3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海洋治理 

37．《<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相关规则制度研究 



38．国际海底开发规章研究 

39．国际司法机构对海洋法的发展 

40．南海领土主权与国际法 

41．中国南海的海洋权益与国际法 

42．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43．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划界问题研究 

44．外大陆架划界的法律与国家实践 

45．美国单方面划定外大陆架的非法性 

46．海洋保护区的法律与实践 

47．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与实践 

48．海平面上升与国际法 

49．领海基线的国际法 

50．《北冰洋公海渔业协定》及北极国际治理 

51．南极旅游的国际法规制 

五、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环境法 

5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 

53．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研究 

54．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研究 

55．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法理解构及法律应对 

56．双碳工作背景下的中国国内气候变化立法研究 

57．塑料污染防治国际法律文书谈判 

58．国际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 

59．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坚持和发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研究 

60．环境与人权问题研究 

61．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资金问题研究 



62．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耦合研究 

63．气候正义基础理论研究和法律应用 

64．《巴黎协定》生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65．国别/区域气候立法的比较法研究 

六、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66．人权条约机构改革 

67．跨国公司人权义务及侵权问题司法管辖权问题 

68．单边制裁侵犯人权法律研究 

69．发展权研究 

70．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与国际法 

71．国际法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咨询意见案研究 

72．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与实践 

73．国际人道法中的军事占领制度 

74．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人道法 

75．国际人道法与新型作战手段 

76．国际人道法与核武器 

77．中立法的最新发展 

七、国际刑法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78．国际刑事法院的新发展 

79．《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侵略罪问题 

80．危害人类罪公约条款草案研究 

81．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实践及发展趋势 

82．国家官员刑事管辖豁免问题 

83．生态灭绝罪问题研究 

84．《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中国实践 



85．《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履约审议机制研究 

86．刑事司法协助与中国实践（追逃追赃） 

87．中国的引渡法律与实践研究 

88．引渡合作中的外交承诺、特定规则等法律问题及《引渡法》修

订问题 

89．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法律问题 

90．腐败资产追回案例研究 

91．腐败测评问题研究 

八、国际航空法的新发展 

92．《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签署80年成就盘点及新挑战研究 

93．国际民航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研究与新近实践 

94．《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国际航空保安规则及中国适用 

95．武力攻击民用航空器的国际责任问题研究 

96．关于《蒙特利尔公约》承运人责任规则的司法实践 

97．中国大飞机国际运营法治保障研究 

98．无人机国际运输法律问题 

99．全球关于高高空（超高空）国际规则研究探索 

九、国际空间法的新发展 

10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空治理 

101．外空交通管理及相关规则研究 

102．空间资源活动国际规则研究 

103．外空不得据为己有原则研究 

104．《月球协定》与月球活动规制 

105．外空环境保护有关法律问题 

106．外空使用武力的国际法规制 



107．国际人道法对外空活动的适用性 

108．商业航天的国际规制 

109．大型和巨型卫星星座治理规则研究 

110．空间碎片移除的国际法规制 

111．空间站及载人航天有关法律问题 

十、网络空间与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 

11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1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114．国际法基本原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 

115．使用武力法和国际人道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 

116．反措施规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 

117．外国网络空间国际法政策比较研究 

118．《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研究 

119．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与机制研究 

120．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与国际人道法 

121．人工智能应用与监管 

122．欧洲委员会《人工智能框架公约》研究 

十一、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私法问题 

123．《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修订与海牙“管辖权项目”的新发展 

124．国际商事调解与我国商事调解法的制定 

125．《对外关系法》与国际私法的关系问题 

126．中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研究 

127．“一站式”国际商事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128．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应用与挑战 

129．外国法律查明制度的新发展 



130．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可行性研究 

131．《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国际商事调解的新发展 

132．海牙《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与我国承认与执行制

度关系研究 

133．海牙《取消认证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与实施 

134．亲子关系与代孕的国际私法问题 

135．海牙《关于父母责任和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法律适用、承

认、执行和合作公约》《关于国际追索儿童抚养费和其他形式家庭抚养的

公约》在我国的前景 

136．《司法救助公约》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十二、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经济法问题 

137．气候变化、环境与国际经贸规则发展 

138．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问题 

139．出口管制制度研究 

140．WTO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 

141．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国际法治保障 

142．国际金融规则的发展创新 

143．数字货币的国际法律问题 

144．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改革与国际投资法转型 

145．国际商事法庭与“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发展 

146．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法律风险防范 

147．反制美西方歧视性经贸规则的法律应对 

148．反制美西方经济制裁的法律应对 

149．制度型开放与国际经济法创新发展 

150．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动对接和积极吸纳研究 



151．RCEP实施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152．加入CPTPP研究 

153．加入DEPA研究 

154．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建设研究 

155．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研究 

156．我国涉外经济法（外贸法、外商投资法、出口管制法、外汇管

理法等）完善研究 

十三、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 

157．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法 

158．国际强行法的认定 

159．国际法渊源的认定（习惯国际法、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一般法

律原则、确定国际法规则的辅助手段） 

160．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研究 

161．一般法律原则的认定 

162．国际法上的“必要勤勉”义务研究 

163．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164．国际法上的域外管辖权 

165．全球公域和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法规制 

166．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及其例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67．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与赔偿问题 

168．国际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研究 

169．国际组织决策制度研究 

十四、国际法史研究 

170．殖民主义与国际法 

171．东亚秩序与国际规则 



172．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法的贡献 

173．外国国际法实践的经验和启示 

174．新中国成立前旧约章研究 

175．新中国与国际法的发展 

十五、国际法运用研究 

176．国际争端解决方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争端解决

程序 

177．国际诉讼和仲裁程序研究 

178．调解解决国家间争端：实践与挑战 

179．国际法院的职权与国际争端解决 

180．常设仲裁法院发展动向研究 

181．外国涉我国主权诉讼研究 

182．对世义务的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 

183．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 

184．国际诉讼和仲裁的证据研究  

185．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争端解决问题研究 

186．国家豁免原则的最新发展 

187．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最新发展 

188．国际卫生规则的新发展 

189．《国际卫生条例》研究 

190．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理论与实践 

191．美国法中的单边制裁研究 

192．欧盟《反经济胁迫条例》研究 

193．美国法中的长臂管辖权研究 

十六、国际法的方法与教学 



194．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国际法研究 

195．第三世界国际法学派研究 

196．美西方国际法教学比较研究 

197．国际法新分支的发展与学科建设 

198．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建设 

199．国际法的教学方法（人工智能等） 

200．国际法学一级学科建设 

201．国际法本科专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