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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法律秩序由相互关联的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构成。国际法律秩序的演进根据其主要的特征可分

为军事征服期、政治冲突与协调期、经济协调期和社会文化协调期等四个时期, 其演进源自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 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做出若干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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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讲, 秩序是人类要求连续性的心理倾向、

并进而要求在相互关系中遵守规则的结果, 具有稳定性、确

定性与强制性的特点。[ 1] 116法律秩序是由法所确立和维护

的, 以一定社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的一种社会状

态。从动态上讲, 法律秩序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 通常体

现出一定的发展阶段性; 从结构上讲, 法律秩序作为一个整

体可以分成许多方面 ,这取决于观察的视角。

一 国际法律秩序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认为, 秩序是一定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 1] 115笔者认为, 从广义而言, 国际法

律秩序的构成可包括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内部要素是其

本身的组成与结构因素, 属于其内在的规定性; 外部要素是

其赖以建立与发展的条件, 属于其环境因素, 与内部要素间

有密切的关联与互动。正是由于这二方面要素的冲突或互

相协调, 决定了国际法律秩序的形态与发展, 也是我们分析

与预测国际法律秩序发展方向的基本出发点。

(一 )国际法律秩序的内部要素分析

可分为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两个方面。主观要素方面

包括知识、认识、价值与观念的总体,客观要素方面包括实在

的规范、制度、法律实施体制等各方面规定的总和。

就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而言,客观要素决定了主观要

素, 主观要素渗透并改造着客观要素。从历史来看, 这两个

方面总是寻求一种平衡与协调,当二者的平衡与协调无法维

持时, 必然引起法律秩序的突变, 于是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

平衡与协调就形成了, 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法律秩序的产

生。例如, 近代国际法律秩序的产生应是 17世纪中叶 �三十

年战争�结束之后的事, 这场战争的爆发以及以后所建立的

国际秩序, 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所维持的教权与皇权体制与新

兴的启蒙运动思想相冲突的反映,也是一种新的观念与新的

法律秩序的初步平衡的体现。

在客观要素方面,我们常见的是不同规范之间在寻求统

一协调的同时 ,也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存在。如我国外资企

业法之间、外资企业法与 公司法!之间、外资企业法与我国

加入的 WTO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协调就是; 在

主观要素方面 ,法律观念与价值观的不统一、不协调是常见

现象, 这和立法者本身的观念与价值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社

会的要求、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状态等有直接关

系。例如在关于法的公正与效率优先关系、关于行政行为的

管理论与服务论、关于刑法中死刑的价值等问题上观念的差

异无疑是存在的,这种观念上的不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结

果是对法律规范、法律适用与法律执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法律观念与价值观等主观要件成为法律秩序的要素是不言而

喻的,那种认为法律秩序不包括主观因素的观点是不对的。

(二 )国际法律秩序的外部要素分析

从外部看 ,国际法律秩序来源于国际社会实践的各个方

面,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与历史、宗教等各方面

的条件, 均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形成与演进产生影响, 是国际

法律秩序的外在因素。这种外部要素也可分为主观要素与

客观要素两个方面。主观方面有道德、伦理、宗教等相关范

畴, 客观方面包括国际权力平衡、科技与经济发展、环境与社

会变迁等外在动力。例如, 启蒙运动后的民主、平等与自由

思想, 催生了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与海洋自由等观念, 而这

种观念又体现了近代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主观要素 ;再如,

上世纪 20年代开始显现的环境问题及环保主义思潮的兴

起, 推动了国际环境法的全面发展, 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也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反过来, 所建立的国际法律秩序对诸多的这些外部方面

会产生或多或少、或正面或反面、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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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讲, 法律在反映上述各外部方面的要求的同时,

总是试图建立一种法律上的秩序来调整和规范社会实践的

这些方面, 于是法律所拟制的秩序与现实的秩序呈现一种有

交叉和重叠的二元结构。

二 国际法律秩序演进的历史分期

与国内法律秩序一样,国际法律秩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

的。这种演进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内在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

更是取决于各种外在因素, 因此, 研究国际法律秩序的演进

要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这种演进可以体现为连续性和渐

进性, 也有一定的阶段性。综合其发展的主要特征, 本人认

为, 大致可以将国际法律秩序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 下面

分述之。

(一 )军事征服期 (远古至三十年战争结束 )

也称为国际法律秩序空缺期。古代国家它们之间的来

往关系不多, 世界主要文明之间基本是独立发展, 没有全球

意义上的国际法律秩序,如有交往的话也往往是处于战争状

态。但在局部地区, 特别是欧洲由于存在许多类似于现代国

家的政治实体, 如从公元前 800年开始出现的古希腊许多城

邦国, 在公元 6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出现的城邦割据,

还出现过许多的大帝国。这时国家之间的主权观念尚未形

成, 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种无序和不清晰的状态, 不同

文明之间的交流也不普遍,国家之间更多的是不信任与实力

的比拼与征服。[ 2]

在漫长的这一时期, 也逐步发展出了一些不成体系的、

局部性的国际法律秩序,但往往是战争与征服后一方强加于

他方的一种临时性的安排或秩序,主权平等者的关系尚是一

种偶然现象, 只在实力相当的政治实体间产生。国际法规则

更多地体现为一国国内法上对外的各种规范。与国际实践

相对应, 这一时期有关战争的、领土的、结盟的国际法规则得

到突出的发展,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法律秩序的主题。

具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从人类有国家这种政治实

体出现到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时期, 正如柏拉图所说, 战

争是国家间的常态, 且是采用一种军民不分的、赤裸裸的屠

杀与掠夺的方式进行, 但也产生了一些现代战争规则的萌

芽。如在希腊城邦间, 如果没有发布宣战布告,战争是不能

开始的。[ 3] 9其他的国际法规则如外交使节制度, 国家间争端

解决的仲裁制度, 条约通常以神的名义来保证其得到遵守的

习惯规则等。第二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中世纪中期 ( 14

世纪以前 )。这一时期, 欧洲在政治上是在神圣罗马皇帝统

治下, 精神上由教皇统治, 各国君主被认为隶属于皇帝与教

皇之下。总体上是由教会法所建立的一种国际法律秩序之

下。其特点是个性独立与民族性独立的丧失, 非常不利于国

际法的发展。但在教皇之下也有相对自治的独立政治实体,

他们之间的争斗与媾和也促进国际法缓慢地演进。如出现

了大量的条约, 其领域主要是政治性的, 也有经济性的, 在东

罗马还出现了较为完善的条约制度。战争法也出现温和化

的习惯规则。领事制度与使馆制度得到发展, 在东罗马还出

现了常驻公使馆。外国人的地位也得到提高, 不再被认为化

外之人。第三是中世纪后期 ( 14世纪到 17世纪中期 ), 这一

时期欧洲国家体系开始形成,欧洲各国开始获得更大的自主

权, 主权意识开始在国家间产生并发展。

这一时期 ,国际间的民商法律秩序也有开端。在 14世

纪出现了专门的通商条约 ,如 1373年 英葡条约!中还出现

了现代的最惠国条款,但主要体现在海事习惯法方面。

从主观观念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法律观念更多的是国

内法层面上的。如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伊斯兰国家教义中有

关战争、条约、外国人、穆斯林法的普遍适用性, 中国古代法

中 �化外人等各依本俗法�等规定, 体现出的更多是各国对

�异族�或 �异类�的一种态度。与各国的以各种君权神授、

君主即是国家的一种纵向社会观相对应, 这种态度首先是站

在自我中心的角度, 其他国家或其人民即为异类。非我族

类, 其心必异, 如不顺服, 则必征服或是消灭。古希腊历史学

家修西得底斯 ( Thucyd ides, 460- 400B. C)在其经典著作  伯

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中 ,以发生于城邦国家雅典与斯巴达

之间的这场战争为例,来阐述互相的怀疑与恐惧使战争成为

不可避免的原因, 这就是他的 �权力平衡原则� ( balance of

pow er princ ip le)。[ 4] 52亚里斯多得 ( A r istotle, 384- 322B. C )与

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复利 (M ach iavell,i 1469- 1527)从人

的本性中 �邪恶的 ( w icked) �一面来说明国家应加强军事力

量, 为这种争斗作诠注。但战争的残酷也让人们从中反思,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要对战争进行限制的观念得到确立,众

多的学者对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公战争与私战争、交战

与中立等问题进行论述 ,对国际法观念发展有很大影响。特

别在中世纪后期的一些被称为 �格老秀斯先驱者�的学者,如

维多利 ( V ito ria 1480- 1546)、阿亚拉 ( Aya la 1548- 1584)、真

提利 ( Gentili 1552 - 1608)等, 更是提出了国家平等、普遍的

人类社会、和平的权利、领土主权等现代国际法观念, 直接推

动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3] 48- 64

(二 )政治冲突与协调期 (三十年战争结束至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 )

从文艺复兴以来,个体意识与民族独立意识得到建立和

加强, 中世纪以来的以教皇与罗马皇帝为权力中心的纵向国

际社会秩序 (注:还不能称国际法律秩序 )受到极大的冲击,

国际社会开始向一种横向的结构转化, 国际秩序开始出现过

渡性的混乱。[ 5]于是,欧洲战乱频繁,民不聊生, 其突出的表

现就是 30年战争。对秩序的追求毕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30年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均加入,精疲力竭的各方更

有机会就这种秩序做出一个全面的安排, 于是就有了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这种秩序的基本特点是:

以国家的独立主权为前提, 以国家间的协商为互动手段, 以

条约的拘束力为保证,以国际会议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主要

方法。从观念的角度来看, 主权平等、不分宗教的和平相处、

以及对秩序与和平的追求占主导。

这一时期主要是建立一种国际性政治法律秩序, 用之确

定国家之间的基本政治外交关系,解决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

事冲突, 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全面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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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已主要不是结盟与媾和等问题, 也不是就具体问题达

成的契约性条约, 而是出现了大量的造法性条约。国际法发

展的主要领域, 已包括战争法与战时人道主义法、国际争端

解决法、国际人权法、外交法、领土法与空气空间法,还在经

济领域出现大量双边性的商务条约。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

一时期出现的国际组织,从最早的三十年战争后即建立的莱

茵河委员会, 到 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国际行政联盟, 再到国

际联盟,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是国际社会走向秩序的一个过程或途径, 在一个主权平等

的社会, 这种组织化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建立秩序的方式,

它能将主权与组织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其活动的范围有一

个不断实践、总结与发展的过程。国际社会不间断的政治与

军事冲突肯定了组织化这一手段的有效性。即使是国际社

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 # 国际联盟, 至少其初

步建立的集体安全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失败的, 也未动摇

国际社会的这一信念。

从支撑这种法律秩序的意识形态而言, 则发生了由早期

自然国际法观念向实在国际法观念,再向新自然法观念的转

化。早期自然法思想在这一时期主导的时间不长, 只不过是

前期思想的一种惯性, 它不能很好地解决国际法的现象。这

一时期占主导的是实在主义法学,这种观念为国际法律秩序

的构建、为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观念支

持, 并使国际法与神学、哲学、政治学与外交完全分开, 大大

促进了国际法的实践。到 20世纪 20年代, �自然法学说�几

乎在所有的国家复兴了, 因为他们认识到, 某些国际问题的

解决, 必须在推理的过程中, 考虑到将正义与衡平 ( justice

and equ ity)结合起来, 在实在法创造的秩序上,加上自然法思

想的灵魂。新自然法远不是早期以神意为基础的、将道德与

法律混为一谈的早期自然法。

(三 )经济协调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上世纪 90年代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破坏

证明了国联体制下的国际法律秩序的重大缺陷,但这并没有

动摇国际社会建立一个组织化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坚定信念,

相反却坚定了各国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国际协调中心的决

心, 于是有了 联合国宪章!下的国际法律秩序。它首先要修

正的是国际联盟下的安全与和平体制, 从法律上认定使用武

力的非法和建立更加强化的执行机制、赋予安理会更大的执

行权力和更高的决策效率。在此体制下, 由于认识到和平问

题并非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与关于发展的问

题被同样重视和强化 ,这国际法律秩序走向成熟与完善的重

要标记。

建立全面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在这一时期取得重大发

展。在筹组联合国的同时, 国际社会就在酝酿建立普遍性的

国际经济组织。深层次原因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经

济已经存在相互关联条件下, 却基本无法律秩序, 这对国际

经济产生巨大破坏, 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爆发大战的重要原

因。于是有了相互关联的 1944年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国

际复兴开发协定!和 1948年 哈瓦拉宪章!, 前二个协定很快

生效, 后一协定由于若干国家从自己的利益考虑, 未被批准

导致没有生效 ,取而代之的是 1948年生效的 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这几个重要协定涉及国际经济关系的三个关键领

域, 被称为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三个支柱 ( pillars)。在这一

时期, 在国际政治军事法律秩序由于两大集团的严重对立而

举步维艰的同时, 国际经济法制得到了较快发展。相继成立

的一些其他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其领域涉及国际经济的各个

方面, 特别是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运动, 更是赋予这种法律秩序以实质正义、实质公平的内涵,

这种运动的要求被反映到各种法律文件中, 成为国际经济法

律秩序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观念的角度来看, 这一时期, 有反映国际政治扭曲的

国际法观念, 如纽黑文学派的 �政策定向说�, 认为国际法是

�权威决策�的诸多考虑因素之一, 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的效

力。还有以德国学者考夫曼、美国学者摩根索为代表的 �权

力政治学派�,认为国际政治支配着国际法,国际法是国际政

治中 �势力均衡的结果�, 在没有 �势力均衡 �的国际社会,是

强权即公理的社会, 其本质也是否定国际法的效力与存在。

这显然与国际政治领域两大阵营的 �冷战思维�相吻合, 也反

映了学者对国际政治法律秩序的悲观思想。但与蓬勃发展

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相对应, 这一时期也产生了 �机构跨国主

义�与 �经济跨国主义�国际法观念。前者认为国际组织是

国际法发展的有效途径, 认为创建更有力的国际组织, 甚至

世界政府是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后者认为国际经济联系的

加强是创立国际和平的最有效的的手段, 当今各国经济的千

丝万缕联系已使国家间利益互相交融, 这种相互依赖使各国

更趋向采用和平与协商的方式进行交往。

(四 )社会文化协调期 (上世纪 90年代至今 )

1988年 11月,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冷战已经结束。

后来, 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会晤也肯定了冷战结束的

事实。随后, 东欧巨变, 两德统一, 华约集团解散, 苏联解体,

一个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就此终结。国际社会的这些深刻变

化对国际法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决定性的影

响。[ 6]它使国际法从冷战时期的共存 ( co�ex istence)走向后冷

战时期的合作 ( co�operation),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成为主流。

这一时期 ,国际社会的协调在社会文化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在联合国以及区域化国际组织下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

文件, 涉及人权、环境、可持续发展、卫生、反恐与洗钱等领

域。[ 7]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转向反恐、可持续发展、传染病的

跨国防控等领域,相关领域的国际法制有很大发展, 国际法

律秩序继续向主广度和深度发展。

就观念的形态而言, 适应国际社会法律秩序发展的要

求, 一个重要国际共识是对国家主权权利进行限制是必要

的, 即主权的行使不得损及他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并

且主权并非不可让渡。在理论上导源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关

于主权问题的国际大讨论,在实践上欧盟法制的成功给予这

种理论以强有力的支持。而其内在的根源在于随着经济与

科技的发展, 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利益相互关联度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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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程度, 诸多问题, 如贸易与投资、资源与环境、恐

怖主义、文化与遗产保护等日益成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突出

问题, 这些问题需要人类的共同协作与努力才能加以解决。

在政治严重对立与和平的威胁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之后,这

些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但政治环境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这些方

面建立更有力的法律秩序。与之相伴的是 �世界主义�与

�全球利益本位说�等理论的产生, 也有反映这一时期国际社

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所谓 �文明冲突主义�的兴起。

三 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趋势
当今国际社会, 特别是从 9. 11事件以来, 呈现出明显的

双向发展状态, 即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秩序性加强

的同时, 在政治领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秩序 ( orde rless)状

态。产生这种状态的根源在于, 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

加强的同时, 多极化的趋势也在明显加速。原来的二极世界

破裂后的失衡尚未找到新的平衡点,某些国家从本国利益出

发, 试图利用这个时机打破现有的秩序, 从中取得更有利的

国际政治军事地位。例如, 美国总统布什上台以来一直推行

新保守主义 ( neo�conservatism ), 体现在对外关系上, 就是采

取所谓重构 ( rem aking)国际法的政策, 即对美国有利的就支

持, 对其有妨碍的就不认可。[ 8]在 2003年 12月的一次讲话

中, 他甚至宣称他不知国际法为何物。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约翰∃ 伯尔顿 ( John Bo lton)也宣称条约是政治性的, 不具有

法律约束性。

如果这种相互冲突的发展状态得不到有效的改变, 全球

的发展将是危险的。如何构建以及构建一个怎样的国际法

律秩序, 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而急迫的课题。从

历史的角度来看, 国际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制度的

设计必须反映其客观发展规律与要求。正如古罗马学者波

里比阿 ( po lyb ius, 前 204 ~ 122)和西塞罗 ( C icero, 前 106 ~

43)的 �政体循环论�所提示的, 国际社会的发展与政体的发

展有其周期性, 从欧洲分分合合的实践, 从古希腊历史学家

修西得底斯的 �权力平衡原则�到现代学者考夫曼、摩根索

�权力政治学派�, 何其相似乃尔。但这种循环决不是简单的

重复, 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所谓 �霸权稳定论 �是根本错

误的。[ 9]欧洲社会如此,国际社会也难逃这一 �周期律 �。这

是笔者的思路。

当今国际社会条件下,客观上相互依存明显加深, 主观

上人类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的共识已经形成, 国际社会更高

层次上的组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如何避免在当今国际情

势下可能引致的冲突与危险,笔者认为如下几个方面是新国

际法律秩序构建的关键环节:

第一, 国际社会组织化进一步加强。这种组织化是交叉

发展的, 首先是有着共同种族、文化、宗教或其他地缘紧密关

联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走向更深的层次,如 ASEAN在今年菲

律宾宿务举办的第 12届东盟峰会上决定启动 东盟宪章!的

起草,使东盟成为一个能对其成员产生直接拘束力的组织;同

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国际组织进一步发展,其职能更加

扩大,可能从 �世界论坛�发展到诸如�世界议会�的角色。

第二, 主权平等独立基础上的国家主权权利的让渡范围

扩大。这种让渡之所以必要, 缘于共同面对的问题的扩大与

严峻, 国际社会需要更加有力的协调一致, 片面强调独立自

主, 必然使这些问题的解决步履维艰、行动迟缓。

第三, 更加有力的国际司法与国际强制。国际法律秩序

的维持状况取决于国际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 ,正如一个国家

一样, 没有强有力的司法与强制, 法律秩序是难以为继的。

国家行为的任意性会受到较大的限制, 国际法的强化与刑事

化不可逆转。

第四, 国际民主制度与观念的建设。前述几个方面的发

展必须建立在国际民主基础之上,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

大威胁来自国际强权政治及其观念。国际民主政治要求各

国各民族人民的意愿要一律平等地得到尊重 ,排除强加于人

的强权制度与观念。

第五, 和谐国际社会观念的确立。这种观念建立在 �以

人为本�和不分种族、性别、宗教与社会制度差异的人权与民

族权利得到普遍尊重的基础上。这种观念更强调承认与包

容差别基础上的合作与协调,强调以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

本位, 强调国际间根本利益的平衡, 尊重与协作的有机结合

成为和谐国际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10]

总之,这种法律秩序不同于传统国际法上仅强调平等、主

权、独立与自决,更不是历史上出现的以帝国强权强加于他国

人民的法律秩序,而是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更大程度上

的组织化与一体化,国际社会也将因此发生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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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verted. The tex t restored its freedom and obtained an independent status. Bu,t the death o f the author, does not

g ive comp lete freedom o f interpre tation to the reader, but to the tex t itsel.f The reader is only a place and a

conta iner. What Ba lter pursues is a free interpretation space, a three�dimensional and plura listic tex t production

space.

Key words: death of the author; author; reader; tex ;t interpre ta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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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 idegger s' thought and sp irit of Zen Buddhism have som ething in common. H eidegger criticized

v io lently the th ink ing o f subject�ob ject dualism of w 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advocated a pre�log ica l
th ink ing ahead of the d istinct ion of subject and ob ject . S im ilarly, Zen Buddh ism st icks to a sudden attainment o f

en ligh tenment . It is a unique mysterious irrational th ink ing w ithout the aid of log ic procedure and language but

through practice and intuition .

Key words:H eidegger; Zen Buddh ism; thinking; enlighten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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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Departm ent, H unan Un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ZhuzhouH 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Aware of the protection of prisoners ' fundamenta l rights, both Ch ina 's modern jail reformers and

w estern scholars of natural law think that the function of jail must turn from the personal punishmen t to freedom

punishm en.t The relevant conven tion and ru les o f the Un ited Nat ions offer a series of norms to protect prisioners '

fundamental rights. The re form of China s' ja il should complyw ith the InternationalC onvent ion o fHumanR igh ts and

be furthered on the basis of its ow n charaterist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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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im ited liability refers to the shareho lders 'responsib ilities lim ited to the amount o f capita l con fered.

Its core lies in the separat 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pary and the responsib ility o f th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It is the ba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 f business div ision in modern corporate system. It has m any

functions, inc luding absorbing large number o f investors to abso rb large�scale socia l cap ita;l reducing mon itoring

costs, st imu lating managers to implement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optim izing the allocat ion of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 f capital use, etc. As a most great pioneering work in modern tim es, the form of lim 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still has som e lim itat ions, such as ignoring the pro 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cred itors and

ex ternalization of business r isks.

Key words: lim ited liab ility system; modern corporate system; capit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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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onsists of subjective and ob ject ive factors w hich are interre la ted.

A ccording to its features, the evo lvem ent o f internat ional legal order, resting on the interp lay of internal and

ex ternal factors, can be d iv ided in to four periods: m ilitary conquest period, po lit ical con flict and conciliation

period, econom ic cooperation period and soc ial and cultural harmon ization period. Som e precogn itions about the

deve 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ule o f h istory deve lopm en.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periodic d iv ision o f lega l order; harmonious in ternational society; h 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 9) The Incorruptib le Government in Legal Construction DENG L ian�fan( 060)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H 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Both inco rruptible government and ru le of law, wh ich are like tw o sides o f a co in, focus on

preventing the abuse and the corruption o f pow er, so they shou ld be incorporated into each o ther and fo rm an

interact ive relat ionship in o rder to k ill two b irds w ith one stone. Bu ilding an incorruptible governm ent must be

regarded as a basic task in legal construction. Where there is no incorruptib l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rule of law.

Therefore, w e shou ld alw ays adhere to incorruptible governm ent in legal construction and fight corruption in

leg isla tion, law �enforcemen,t jurisd iction as w e ll as corruption in popularization o f law, leg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incorruptib le governmen;t rule o f law; pow er dissim ilation

( 10) Responsib ility Conflict in Public Adm inistration and Reconc iliation XU Hong( 064)

Schoo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C 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H 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Adm in istrative personnel are o fficials who hand le the genera l affa irs and the technical prob lem s in

government 's adm inistrat ive departm ents. In pub lic adm in istration practice, they alw ays have to face various

responsib ility conflicts due to the eth ical predicamen t under traditiona l adm inistrat ion mode,l the dua l separation

betw 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adm in istrative personne l be ing the agents o f opportunist action.

The conflicts can be reconcili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bureaucrat ic apparatus, the adm in istra tive personnel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hrough using for reference the overseas experience combined w ith the reality of Ch ina 's

adm in istrative eth 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dm in istrative eth ics; adm in istrative personne;l responsib ility conflict

( 11) An Aesthetic Study on the ArtisticM oods of Design SUN X iang�m ing, DU Jin( 075)

School of Art, C 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 shaH unan 410083, Ch ina

Abstract: Design is pract ically an applied art wh ich has its ut ilitarian, aesthetic and eth ica l moods. The

present paper po ints out that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design is not about an irre levant im age, bu t a combinat ion o f

many factors. The conception of design has its aesthet ic features concern ing cu lture, interact ion, d iscrepancy and

form.

Key words: design; artistic moods;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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