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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院 

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 

公共行政學學士學位課程 

學科單元大綱 

    2021 /2022      學年 第  1   學期 

學科單元 國際法 班別編號 LLAW4158 

先修要求 沒有 

授課語言 中文 學  分 3 

理論課課時 45 課時 實踐課課時 0 課時 總 課 時 45 課時 
教師姓名 董致麟講師 電 郵 Tcl0595@ipm.edu.mo 
辦 公 室 總部明德樓 M541 室 電 話 8599-3272 

 

學 科 單 元 概 論 

按國際法是規範國家間關係的法律體系。同時，為使國際公法的學習不要侷限在抽象原則與

概念的描述，在上課的過程中，也將帶領同學學習初步的案例討論，以期透過具體事件，了

解國際公法的形成、解釋與個案的適用。在過去，國際法主要是在規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

為。然而，冷戰結束後與全球化的趨勢下，在當今的國際社會中，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

個人、與(多國籍)公司亦享有國際法權利與負擔義務的機會，均在在挑戰了傳統國際公法的

基本假設與原則。 
 

學 習 目 標 

綜合素養與 
價值觀 

知識

技能 
批判性思維與 
創新能力 

分析解決 
問題 

使用

工具 
溝通

表達 
團隊

合作 
國際

視野 
終身

學習 

✓ ✓ ✓ ✓    ✓  

 
1、 能描述國際法的發展歷程。 
2、 能思考國際法現行的問題並尋求問題的解決。 
3、 能解釋權力和政治如何對國際法形成、應用、執行的影響。 
4、 能評論國際法在解決國際爭端的效力。 
5、 能論證某個國際事件在國際法中的爭議與國際法的適用性。 
 



2/3  

教 學 內 容 

1.國際法的基本構造(3 課時)了解：概述國際法的基本性質 
1.1 國際法的形成與發展 
1.2 國際法之法性質 
1.3 國際法之意義與特質 
1.4 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關係 

2.國際法之成立形式 (3 課時)了解：描述國際法的起源與動向 
2.1 國際法之法源 
2.2 國際法之法典化 
2.3 條約法 
2.4 國際法立定之新動向 

3.國家之成立與地位 (6 課時)理解：區分主權國家、國家承認與繼承的概念 
3.1 國際法與主權國家 
3.2 承認 
3.3 繼承 

4.領域之管轄與利用(6 課時)理解：闡明管轄權及其在不同地域的形式 
4.1 領域主權的基本構造 
4.2 領域主權之變更、限制與特殊地域 
4.3 海洋、空域、太空與國際法 

5.國家機關與個人(6 課時)理解：區分國家與個人在國際法上的異同 
5.1 國家機關 
5.2 國際法上個人的地位 

6.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6 課時) 理解：比較分類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的異同 
    6.1 國際組織 
    6.2 國際合作 
7.國際爭端及其解決方法(6 課時) 理解：辨別爭端解決的不同機制 
    7.1 國際爭端概說 
    7.2 爭端解決的方法 
8.和平與安全的國際法(3 課時)掌握：發現國際法的意義 
9.總結與複習(3 課時) 理解：使聯繫國際法在當今國際關係中的角色與用途 
10.期末考試(3 課時) 
 

教 學 方 法  

課堂教學、個案分析 
 

考 勤 要 求 

按《澳門理工學院學士學位課程教務規章》規定執行，如未能達至要求者，將不能參加期末

考試和補考，及此學科單元成績被評為不合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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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分 標 準 

採用 100 分制評分：100 分為滿分、50 分為合格。 
持續評估 

期末考試 
課堂參與 個人/分組作業 平時測驗 期中測驗 

出席  課堂表現 
-- 20% 20% 50% 

5% 5% 

本學科單元將在上課開始後 15 分鐘點名，若同學遲到將被視為缺課。 

若學生期末考試分數為 35 分以下，即使其總分達 50 分或以上，學生必須參加補考。 
 

              畢業要求   

要求 1:  

綜合素養與價

值觀                      

要求 2:  

知識技能               

要求 3:  

批判性思維

與創新能力 

要求 4:  

分析解決 

問題 

要求: 8 

國際視野 

出席 ✓     

課堂表現 ✓ ✓ ✓     

平時測驗 ✓ ✓ ✓    ✓           ✓ 

期中測驗 ✓ ✓ ✓                 ✓ 

期末考試 ✓ ✓     ✓ ✓      ✓          

 

教 材  

課本 
許慶雄、李明峻(2016)。國際法概論(第二版)，台北：翰蘆。 

參考材料 

參考書 
1、丘宏達(2012)。陳純一/修訂，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 
2、丘宏達編(1999)。國際法參考文件，台北：三民書局。 
3、丘宏達(2004)。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4、陳隆志、陳文賢編(2009)。聯合國專門機構：體育、功能與發展，台北：新學林。 
5、姜皇池(2006)。國際海洋法，台北：新學林。 
6、許慶雄、李明峻(2001)。現代國際法，台北：元照。 
7. Iam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Claverdon Press, 2002） 
8. Peter Malanczuk（ed.）,Akehurn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th Rev:ed. 
（London：Routledge, 1999) 
9. James H. Wolfe,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10. 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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