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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豁免与诉诸法院之权利


———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中心

李庆明

　　内容提要：诉诸法院之权利系由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６条第 １款发展

而来。该权利可以予以限制，只要限制的目的合法且符合比例原则，并且经综合评估后没有

侵犯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就国家豁免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限制而言，授予外国国家以

豁免符合国际法，即目的合法。就比例原则而言，《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中的限制豁免规

则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涉及雇用合同、人身伤害等事项时，应保护申诉人诉诸

法院之权利，限制国家援引国家豁免。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深刻地影响了各缔约国的国内

法和相关实践，同时也受到缔约国实践的影响。在强行法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上，欧洲人权法

院倾向于认为外国国家在缔约国法院享有国家豁免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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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国家豁免有时也称为主权豁免，主要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一国及其财产非经该国同意免

受其他国家的管辖与执行。〔１〕 １９７６年，美国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国家豁免的理论与实

践受到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等案件的影响，以《外国主权豁免

法》为中心研究欧美国家的国家豁免立法及其实践在我国成为热门话题。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国家豁免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２１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

豁免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的制定和通过，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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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的判决的增加，国家豁免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作为首个区域性国际人权司法机构，欧洲人权法院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欧洲

人权法院的实践对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欧洲人权法院起初并

不讨论国家豁免问题，只是随着对于《欧洲人权公约》第 ６条第 １款的解释与适用的扩张，

从公平审判权中引申出“诉诸法院之权利”，才渐渐地产生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６条第 １款

与国家豁免之关系这一问题。

《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 １款规定：“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对某人确

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均有理由在合理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且公正的法院的公

平且公开的审讯。”虽然从文本上只看出公平审判的权利（公正审判权），但欧洲人权法院通

过判例，发展出了“诉诸法院之权利”（ｒｉｇｈｔ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ｃｏｕｒｔ）。〔２〕 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经

常将“诉诸法院”（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ｃｏｕｒｔ）与“获得司法正义”（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一词交替使用。而作

为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国家豁免源于国家主权原则和各民族国家平等原则，〔３〕一直以

来都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奉行和遵守。传统上各国一般都主张绝对豁免，后来主张限制性豁

免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对于那些希望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的人而言，就产生了国家

豁免与《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 １款之间关系的问题，即国家豁免是否与“诉诸法院之权

利”相冲突。

欧洲人权法院指出，第６条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限制，只要这样的限制是追

求合法目的，符合比例原则，并且不会产生完全消除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效果。〔４〕 那

么，国内法院授予外国国家或国际组织以主权豁免，事实上限制了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

利”，这种限制又是否合法并且符合比例原则呢？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二　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国家豁免与《欧洲人权公约》
第６条关系的早期判决

　　关于国家豁免与第《欧洲人权公约》６条的关系，长期以来仅限于学术界内部的讨论。

学者们要么认为国家豁免总是优于诉诸法院之权利，要么认为诉诸法院之权利优于国家豁

免。〔５〕 各国政府经常提出，第６条并不适用于涉及豁免的案件。在个人或机构受到诉讼豁

免的保护时，也就不存在能对该个人或机构提起诉讼的公民权利。在早期的判决中，欧洲人

权委员会也支持这一点。２００１年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改变了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豁免

与第６条的关系成了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对相

关案件做出判决，认定所授予的国家豁免与第６条是一致的。〔６〕

在“福格蒂诉英国案”（Ｆｏｇａｒｔｙｖ．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中，申诉人福格蒂女士在美国驻英国

大使馆的秘书处工作，其间受到性骚扰，并在产业法庭提起诉讼。美国没有主张国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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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蒂获得胜诉判决。然而，当福格蒂以美国大使馆拒绝重新雇用她而违反 １９７５年《性别

歧视法》为由提出第二项诉讼请求时，美国大使馆援引国家豁免加以抗辩，并得到法庭支

持。为此，福格蒂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与雇用有关的争议中，

限制国家豁免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关于国家豁免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外国大

使馆的雇用问题，国际实践并不统一。产业法庭认为美国享有国家豁免，这一做法并未超越

既有的国际标准。〔７〕因此，对申诉人第６条的权利的限制并非不符合比例原则。

在“麦克尔希尼诉爱尔兰案”（ＭｃＥｌｈｉｎｎｅｙｖ．Ｉｒｅｌａｎｄ）中，一名在北爱尔兰边境的英国士

兵无意之中被申诉人的汽车拖车杆带到爱尔兰。该名士兵在汽车拖车杆上开了几枪，并在

申诉人驾车到附近一个村庄时再次对其开枪。由于卡弹，申诉人侥幸活命，之后在爱尔兰法

院以受到该名士兵攻击为由对英国政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对此，英国政府主张国家豁免，

并得到爱尔兰法院的支持。〔８〕 申诉人不服，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如同在福格蒂案中

一样，欧洲人权法院也指出，虽然在人身损害赔偿事项上国际法和比较法的研究都表明存在

限制国家豁免的趋势，但爱尔兰法院授予英国以国家豁免并不违反当前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标准。法院最终以１２：５的多数裁定该案中国家豁免对第６条的限制符合比例原则。

与上述两个案例相比，“阿尔 －阿德萨尼诉英国案”（ＡｌＡｄｓａｎｉｖ．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９〕更

富争议。该案起源于英国法院审理的“阿尔 －阿德萨尼诉科威特政府案”（ＡｌＡｄｓａｎｉｖ．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Ｋｕｗａｉｔ）。〔１０〕 申诉人阿尔 －阿德萨尼身具英国和科威特双重国籍，声称科威特王

子谢赫·贾比尔·阿尔 －萨巴赫·阿尔 －萨德·阿尔 －萨巴赫（ＳｈｅｉｋｈＪａｂｅｒＡｌＳａｂａｈＡｌ

ＳａｕｄＡｌＳａｂａｈ，以下简称“谢赫”）于１９９１年将自己绑架，非法拘禁在科威特并施行酷刑，以

致其回到英国后不得不住院治疗。申诉人为此在英国对谢赫和科威特政府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谢赫实施了违反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行为，不能享有豁免，并对谢赫做出

缺席判决；与此同时，法院应科威特政府的申请，驳回了申诉人针对科威特政府的诉讼。之

后，该案进入上诉程序。英国上诉法院认为，阿尔 －阿德萨尼并没有证明科威特政府在英国

实施了侵权行为，因此根据 １９７８年《国家豁免法》，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豁免例外。同时，

考虑到所诉的行为发生在科威特，不能认为禁止酷刑的国际法规范高于主权豁免原则。上

诉法院因此推翻了针对谢赫的缺席判决。阿尔 －阿德萨尼上诉至英国上议院，但仍被驳回。

针对英国上议院的判决，阿尔 －阿德萨尼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认为英国侵犯了其

诉诸法院之权利以及寻求因酷刑而获得救济的权利。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 ２１日，欧洲人权法院以

９比８的多数意见驳回了申诉。多数意见指出，诉诸法院之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国家豁免是

对法院裁判实体权利的程序性限制。在民事诉讼中授予一国主权豁免的目的合法，即通过

尊重另一国的主权促进各国之间的礼让和友好关系以及对国际法的遵守。由于各国普遍接

受国家豁免原则，限制对外国国家提起诉讼，因而国家豁免对《欧洲人权公约》第 ６条诉诸

法院之权利予以限制是合理的。反对意见则认为，强行法规范高于任何其他国际法规范，当

然也优于国家豁免规范。不管被告是主权国家还是个人，也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既然

国家豁免不是强行法规范，则应该从属于有关禁止酷刑的强行法规范，被告也就不能享受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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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保护。

在阿尔 －阿德萨尼案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在类似的“卡罗盖洛波乌罗斯诉希腊和德国

案”（ＫａｌｏｇｅｒｏｐｏｕｌｏｕｖＧｒｅｅｃｅ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ｙ）中〔１１〕再次确认国家豁免与第６条相一致，不构成

对第６条的不当限制。卡罗盖洛波乌罗斯案起因于在希腊审理的“维奥蒂亚案”（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Ｖｏｉｏｔｉａｖ．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在该案中，原告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对德国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对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反人类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德国主张国家豁免。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希腊利瓦迪亚（Ｌｅｖａｄｉａ）法院否定了德国提出的国家豁免抗辩，判决德

国向原告支付５５００万德国马克的赔偿金。法院认为，国家一旦实施违反强行法的行为，就

默示地对这些行为放弃了主权豁免；如果对违反国际强行法的行为授予豁免，无异于鼓励为

国际公共秩序所强烈谴责的行为。〔１２〕 ２０００年 ５月 ４日，希腊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判决。〔１３〕

德国拒绝履行判决义务。申诉人向希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遭到拒绝后一直上诉到希腊最

高法院。希腊最高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８日裁定拒绝执行。申诉人同时还在德国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也遭到拒绝。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有权审理涉及国际法解释问题的案件的希腊特

别最高法院以６比５的多数意见做出判决，认为目前阶段的国际法仍然赋予国家以豁免权，

并推翻了希腊最高法院此前的判决。〔１４〕

由于不能在希腊和德国执行判决，申诉人以其第 ６条上的权利受到侵犯为由在欧洲人

权法院对希腊和德国提起申诉，而欧洲人权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决定不予受理。〔１５〕 欧

洲人权法院指出，在所谓反人类罪事项上不存在国家不得享有豁免的国际法规范，因此授予

外国国家以国家豁免并不构成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不当限制。

三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第５９届联大通过了《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该公约的通过对于欧

洲人权法院如何处理国家豁免与《欧洲人权公约》第 ６条第 １款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

影响。

在“库达诉立陶宛案”（Ｃｕｄａｋｖ．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中，〔１６〕申诉人库达女士是立陶宛人，居住在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１９９７年 １１月受雇于波兰驻立陶宛大使馆，担任秘书和电话接线员。

１９９９年，申诉人向立陶宛公平机会监察专员投诉，声称遭到一位男同事的性骚扰，并得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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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机会监察专员的确认。由于工作压力大，申诉人生病并请了病假。然而，在销假上班的当

天，申诉人被拒绝进入大使馆，随后被大使馆以病假到期后没有上班为由解雇。申诉人以非

法解雇为由在立陶宛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波兰外交部发布照会，主张管辖豁免。

２０００年８月，维尔纽斯地区法院以波兰不出庭而自己没有管辖权为由终止诉讼。申诉人不

服，上诉到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但均被驳回。立陶宛最高法院指出，在考虑是否授予波兰

以豁免时，需要考虑申诉人与波兰之间的行为的性质。考虑到波兰外交部提出豁免以及工

作场所的性质、被雇用人的身份、雇用地与法院地之间的属地联系以及诉讼请求的性质，可

能得出的结论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公法关系，不受立陶宛法院的管辖，申诉人也没有证据

证明波兰政府不能享有国家豁免。

申诉人以立陶宛侵犯自己第６条第１款的权利为由申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立陶宛政府

予以反对，认为申诉人没有用尽当地救济，即可以在波兰法院提起诉讼而没有提起。欧洲人

权法院指出，用尽当地救济指的是用尽本国的救济，而非其他国家的救济。在本案中，申诉

人已经用尽了在立陶宛的救济，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可以受理申诉。关于国家豁免与第 ６条

第１款的关系，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有关雇用的事项中，国际法和比较法的趋势是限制国

家豁免。《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 １１条已经成为习惯法规则，可以约束非缔约国。申诉

人并不属于《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１１条第２款的例外，因为本案涉及的是解雇。这与福

格蒂案不同，因为后者是在《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通过之前，而且涉及的是外国大使馆的

招聘例外。申诉人虽然在工作中可以接触某些文件或机密电话通讯，但并未威胁波兰的国

家安全利益。此外，申诉人被解雇以及随后提起诉讼都是源于性骚扰，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

会威胁波兰的国家安全利益。至于立陶宛政府提出的如果其法院对波兰政府做出判决将面

临执行豁免障碍的主张，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不是不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的充分理由。法

院最终认定立陶宛法院以国家豁免为由拒绝审理申诉人的请求，违反了比例原则，损害了申

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款。

在“萨布埃雷诉法国案”（ＳａｂｅｈＥｌＬｅｉｌｖ．Ｆｒａｎｃｅ）中，〔１７〕申诉人萨布埃雷是法国人，１９８０

年８月２５日受雇为科威特驻法国大使馆会计，１９８５年升任首席会计。２０００年 ３月，大使馆

基于经济原因终止了雇用合同。为此，申诉人向巴黎劳工法庭起诉，并于 ２０００年 ９月获得

８２２２４．６０欧元的赔偿裁决。由于对裁决数额不满，申诉人上诉至巴黎上诉法院。上诉法院

撤销了劳工法庭的裁决，认为科威特政府享有管辖豁免，不受法国法院的诉讼管辖。申诉人

为此以法国法院剥夺了其第６条第１款权利为由提起申诉。欧洲人权法院指出，随着《联合

国国家豁免公约》的通过，绝对豁免已经式微。申诉人并非科威特国民，也不是科威特的外

交或领事官员，没有受雇正式代表科威特政府，也就不存在任何干涉科威特安全利益的风

险。虽然法国尚未批准《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但该公约作为习惯法的一部分，其相关规

则可以适用于像法国这样没有批准公约的国家。因此，法国法院以国家豁免为由撤销申诉

人的请求之举损害了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因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６条第

１款。最终，欧洲人权法院以１６：１的多少意见做出判决，要求法国支付申诉人 ６万欧元的

损失以及１６７６８欧元的诉讼费用和其他支出。

尽管库达案与福格蒂案的案情基本相同，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福格蒂案涉及的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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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英国授予美国以豁免符合比例原则；而库达案涉及的是解雇，申诉人的工作与波兰行使

主权无关，因而立陶宛授予波兰以豁免就不符合比例原则。在前述麦克尔希尼案中，欧洲人

权法院认为，由于申诉人可以在北爱尔兰对英国提起诉讼，因此爱尔兰以国家豁免对第 ６条

的限制符合比例原则；而在库达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则认为让申诉人去波兰提起诉讼不符合

比例原则。这些判决上的差异固然有很多原因，但《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所起的作用无疑

不容忽视。

但笔者认为，欧洲人权法院援引《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作为裁判依据值得商榷。《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４条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而所谓

“第三国”是指非条约当事国之国家。波兰、立陶宛、法国均非《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的缔

约国，不受《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的约束，并且《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 ４条本身即禁止

溯及既往，不适用于公约对有关国家生效前在一国法院对另一国提起的诉讼所引起的任何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因此，以《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来约束这些国家有欠妥

当。至于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的《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应被视为习惯国际法而约束非缔约

国的主张也值得商榷。《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８条固然规定了条约所载规则由于成为国

际习惯而对第三国具有拘束力，但《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只得到２８个国家签署、１３个国家

批准，本身都还没有生效，〔１８〕认为其构成国际习惯未免言之尚早。

四　欧美国家国内法院的实践

在国家豁免与《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款的关系上，缔约国法院受欧洲人权法院的

影响和约束，反过来各国的实践也影响欧洲人权法院。同时，在国家豁免与侵犯人权的关系

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司法实践认为，国家豁免对原告诉权进行限制是合法合理的。国际

法院关于国家豁免的最新判决表明，国家豁免原则仍然应得到尊重，不能以侵犯人权或违反

强行法为由否定国家豁免。

（一）意大利的实践

在“菲利尼诉德国案”（Ｆｅｒｒｉｎｉｖ．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中，〔１９〕原告菲利尼是意大

利人，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３日在意大利的阿连奇奥法院对德国提起诉讼，声称德国军队在二战

期间占领意大利时强迫他劳动和充军，为此向德国寻求战争赔偿。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 ３日，阿连

奇奥法院以德国享有主权豁免、自己缺乏管辖权为由驳回了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佛罗伦萨上诉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原告上诉到意

大利最高法院。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１日，意大利最高法院推翻了佛罗伦萨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

外国国家的国际犯罪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意大利最高法院认为，各种法律规范不能孤

立地解释，因为各种规范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在适用时相互影响，与其他规范的这种互动导

致承认豁免的例外，其中就是承认强行法规范的上位性和优先性，因为这是保障整个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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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核心价值所必须的。意大利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推重国际规范的等级结构，将人权作为国

际法的至上原则，认为人权是根本的、不可侵犯的，并将国际犯罪界定为严重危害人权的行

为，强迫劳动和充军是国际犯罪，德国无权享有主权豁免。

（二）美国的实践

美国联邦法院曾经指出，主权豁免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授予主权者免于被诉的权利，如

果根据国际法或者法院地法来判断外国主权者的行为是否合法，那么就必然需要实体审理，

而这与免于被诉的目的和意义相背。〔２０〕 因此，在“赛德曼诉阿根廷案”（ＳｉｄｅｒｍａｎｄｅＢｌａｋｅ

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中，第九巡回法院甚至裁定即使违反国际人权法的强行法也不减损

《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外国主权的豁免。〔２１〕 在“桑普森诉德国案”（Ｓａｍｐｓｏｎｖ．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中，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强行法，是默示地放弃了豁免。对此，第

七巡回法院不予认同，认为《外国主权豁免法》并没有规定违反强行法即等于默示放弃豁

免。法院还认为，违反国际强行法并不是《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豁免例外；换言之，即使

外国违反了国际强行法，也仍然可能享受豁免。

有学者认为，应将《外国主权豁免法》解释为不对违反强行法的行为给予豁免，因为不

能将美国国会的立法解释为违反国际法，而对于违反强行法的行为授予豁免实质上等同于

违反国际法。〔２２〕 但事实上，根据其国内法的规定，美国政府是有权违反国际法的。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就曾经指出，虽然美国政府有权违反国际法，但是通常推定国会并没有超越国际

习惯法对管辖权所施加的限制。〔２３〕 最高法院还曾宣称，美国法与国际习惯法相冲突是允许

的，只是如果美国立法存在多种解释，应优先将其解释为与国际法一致。〔２４〕 因此，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以强行法为由而挑战国家豁免恐怕注定是劳而无功。

（三）加拿大的实践

在“鲍扎瑞诉伊朗案”（ＢｏｕｚａｒｉｖＩｒａｎ）中，〔２５〕鲍扎瑞是伊朗公民，因居间介绍石油天然

气等资源的开采纠纷而被拘禁在德黑兰，并不断受到折磨。逃出伊朗后，鲍扎瑞于 １９９８年

７月移民加拿大，但仍然是伊朗公民（在提起诉讼时正在申请归化，在上诉过程中被批准，成

为加拿大公民）。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４日，鲍扎瑞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级法院以伊朗政府官员

实施酷刑为由对伊朗提起诉讼，但被驳回。鲍扎瑞向安大略省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法院认为，对于发生在国外的外国酷刑行为，加拿大《国家豁免

法》以及对加拿大具有约束力的任何条约或国际习惯法均未要求安大略省适用普遍管辖权

规则。上诉法院承认国际法规范存在不同等级，其中国际强行法规范是更高等级的规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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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其相抵触的国家豁免这样的习惯法。但法院最后又认为，根据各国的实践，对酷刑行为

进行豁免仍然是国际习惯法。〔２６〕 此外，上诉法院区分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豁免，认

为虽然有英国的皮诺切特案，但是该案不予豁免是针对刑事诉讼而言，而本案涉及的是民事

诉讼，在民事诉讼中是否豁免还是要看各国的实践以及加拿大的国内法。根据加拿大《国

家豁免法》，本案不存在豁免的例外，所以被告应享有豁免。

（四）国际法院的立场

菲利尼案之后，意大利针对德国做出 １００多个类似的判决，引发了两国之间的纠纷，为

此德国向国际法院起诉意大利，认为意大利法院的实践侵犯了德国的豁免权。之后，希腊向

国际法院申请以第三国的身份介入，国际法院于２０１１年７月 ４日予以批准。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３

日，国际法院做出判决，支持了德国的诉讼请求。〔２７〕 正如有学者此前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如

何国际法院做出何种判决，都将影响欧洲人权法院以及各国的实践。〔２８〕 在这一判决中，国

际法院再次重申了国家享有管辖豁免的原则，指出不能以所谓保护人权为由否定国家的豁

免权利。

五　结　论

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与各国尤其是《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的国内法院相互影响。在

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相关判决后，在国内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就国家豁免与

《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款之间的关系提出主张，缔约国法院也主动予以讨论和审查。

这样，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就逐渐成为缔约国国内法的一部分。反过来，缔约国的实践也潜

在地影响欧洲人权法院。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相关实践，本身就是国际法在国内的适

用，也是国际法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还触发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国际法院就国家豁免事

项做出判决后，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也将因此而有所变化。此外，作为参照，北美的美国、加

拿大等国有关国家豁免的实践表明，在以侵犯人权或违反强行法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如

果没有其他例外的存在，一般认为授予被告以豁免权是合法的。

通过考察相关的司法实践不难看出，欧洲人权法院目前都还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越过

传统国际法的疆界，也没有行使所谓的普遍民事管辖权。对于违反强行法的事项在民事诉

讼中给予国家豁免仍然是主流，以强行法为由要求不予豁免很难得到支持。具体来说，在对

于《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款所规定的诉诸法院之权利的限制上，欧洲人权法院适用两

个标准，即限制的目的和比例原则，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估是否侵犯了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

心。就限制的目的而言，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民事诉讼中给予外国国家豁免符合遵守国际

法的合法目的，即通过尊重另一国的主权促进各国之间的礼让和友好关系。就比例原则而

言，《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中的限制豁免规则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雇用合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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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伤害等事项上，保护申诉人的诉诸法院之权利，限制国家援引国家豁免。

虽然各国在国际法规范之间是否存在等级以及强行法规范是否高于其他国际法规范并

使得与其相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范无效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跨国人权民事诉讼中

的国家豁免问题立场基本一致，即均倾向于支持国家豁免，并不认为违反国际法构成豁免的

例外，更不认为因此就具有普遍民事管辖权。同样地，欧洲人权法院在此方面也倾向于支持

国家豁免，认为违反国际法并不构成国家豁免的例外，缔约国法院授予外国国家以豁免的保

护本身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第１款所规定的诉诸法院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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