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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際法原則與後殖民國家之領土秩序： 

以東南亞國家領土爭議事件為中心 

黃居正* 

ҹ摘要Һ 

隨著新興國族國家的誕生，包括領土秩序在內的國際法規範，在內容有

著根本性的轉變Ȅ在這規範基礎及內容與時俱進的過程中，如何確保國際法

規範的穩定性與普遍性，俾使其能繼續維持為ȶ舊的ȷ與ȶ新的ȷ文明國家

所願意共同遵守的行為準則，成為解釋國際法時必須面對的困題Ȅ戰後的去

殖民化過程，更是國際法在可認知時空裡劇烈演進的一個現代適例Ȅ去殖民

化的目的與結果，顛覆ȃ更新了既有的國際法主體，同時否定了過去殖民帝

國建立與維持國際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加上賦與殖民地依其意願變更領土

權利的人民自決權，此時，除了必須以新的思維與想像對ȶ舊的ȷ規則重新

詮釋外，也必須倚賴如時際法原則這類調和國際法秩序演進過程中價值衝突

的解釋原則Ȅ 

東南亞國家在戰前共有同一時空條件下的殖民歷史與遂生的文化言

說，使得其彼此之間的領土爭議，成為在後殖民世界裡系統化時際法原則之

實踐的天然場域，並提供了該原則被廣義化適用的各種例證Ȅ本文即試圖透

過分析東南亞國家領土爭議中時際法原則的應用，包括對於ȶ關鍵的時間

點ȷȃȶ殖民統治的有效性ȷȃ地圖文獻或非文獻式證據的解釋原則ȃ以及國

際強行法元素等適用條件的實踐，立證在現代國際法中，時際法原則的內

容，其適用條件與限制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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