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506532044

10位ISBN编号：7506532042

出版时间：1996-01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页数：3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书籍目录

目录
前 言
一 国际法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的重要法律工具
二 军队与国际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我军需要学习掌握国际法基本知识
第一章 当代国际法概述
一 当代国际法的概念
（一）当代国际法的概念
（二）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三）中国与国际法
二 当代国际法的渊源
（一）国际法渊源的概念
（二）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三 当代国际法的主体
（一）国际法主体的概念
（二）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
（三）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四）个人和法人不是国际法主体
四 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二）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五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主要区别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主要关系
六 国际法的编纂与维护
（一）国际法的编纂
（二）国际法的维护
七 当代国际法的作用
（一）当代国际法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工具
（二）当代国际法是区别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
自卫与侵略的重要标准
（三）当代国际法是维护国家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第二章 军队与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 军队与国家的基本权利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二）军队是国家基本权利的主要捍卫者
二 军队与国家的基本义务
（一）国家的基本义务
（二）军队与国家的基本义务
三 军队与国家责任
（一）国际法中的国家责任
（二）军队与国家责任
第三章 军队与国家领土
一 国家领土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一）国家领土的概念
（二）国家领土的组成
（三）国家领土的法律地位

Page 2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四）对国家领土主权的若干限制
（五）国家领土的变更
二 国家边界和边境制度
（一）国家边界的概念
（二）国家边界的划分
（三）国家的边境制度
（四）我国的边境制度
三 国家间的边界争端
（一）国家间边界争端的概况
（二）和平解决国家间边界争端的主要方法
（三）我国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原则立场
四 军队与国家领土
（一）军队是国家领土的保卫者
（二）军队在保卫国家领土中的主要职责
第四章 军队与国家海洋权益
一 海洋和国家海洋权益
（一）海洋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地
（二）国家海洋权益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国家管辖海域的法律地位及国家的主要权益
（一）内水的法律地位及国家的主要权益
（二）领海与毗连区的法律地位及国家的主要权益
（三）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及国家的主要权益
（四）大陆架的法律地位及国家的主要权益
三 国家在别国管辖海域的主要权益
（一）领海无害通过权
（二）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区域内享有航行
飞越、铺设电缆、铺设管道及科学研究的自由
（三）在群岛国的群岛水域的无害通过权和海道
通过权
（四）各国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和航道的通过权
（五）内陆国与地理不利国在沿海国国家管辖海域
的权益
（六）船舶的紧急避难权
四 国家在国际海域的主要权益
（一）国家在公海的主要权益
（二）国家在国际海底区域的主要权益
五 军舰的法律地位与权力
（一）军舰的法律概念
（二）军舰的法律地位
（三）军舰在别国港口的法律地位
（四）军舰的主要权力
六 军队与国家海洋权益
（一）军队是国家海洋权益的保卫者
（二）军队是国家海洋国际义务的主要承担者
（三）我国的海洋权益与我军的使命
第五章 军队与国家领空权益
一 国家领空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一）国家领空的概念
（二）国家领空的法律地位

Page 3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二 民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及有关规则
（一）民用航空器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二）民用航空器的有关规则
三 军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力
（一）军用航空器的概念
（二）军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力
（三）军用航空器处置违法民用航空器应注意的事项
四 空中非法劫持的防止与惩治
（一）空中非法劫持的定义与危害
（二）防止空中非法劫持的国际公约
（三）惩治空中非法劫持的主要规则
（四）我国政府一贯反对空中非法劫持
五 军队与国家的领空权益
（一）领空权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
（二）军队是国家领空主权的主要捍卫者
第六章 军队与国家的对外交往
一 国家的对外关系
（一）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建立
（二）国家的外交机构
二 外交特权与豁免
（一）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概念
（二）驻外外交机关的特权与豁免
（三）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四）领馆及其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五）我国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规定
三 外交武官和军事代表团
（一）外交武官
（二）军事代表团
四 当代军人与对外关系
（一）军人的职责与对外关系
（二）保护外国驻华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禁止在华外交人员的非法行为
第七章 军队与国际争端
一 国际争端的概念和种类
（一）国际争端的概念
（二）国际争端的种类
二 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当代解决国际争端的
基本原则
（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基本原则确定的意义
三 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法
（一）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法
（二）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
（三）通过联合国和区域组织解决
（四）强制性解决
四 军队与国际争端
（一）军队的行为能引发国际争端
（二）军队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的坚强后盾和有力
工具

Page 4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三）我国政府对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立场
（四）军队要关注国际争端问题
第八章 军人与战争和武装冲突
一 当代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概念
（一）当代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概念
（二）战争和武装冲突性质的区分
（三）我国政府对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基本立场
二 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开始
（一）当代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的原因
（二）当代战争和武装冲突开始后的法律后果
三 战争和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一）战争和武装冲突法的概念和渊源
（二）战争和武装冲突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三）战争和武装冲突法的作用及其保证手段
（四）我国与战争和武装冲突法
四 军人与战争和武装冲突法
（一）军人要遵守战争和武装冲突法
（二）军人要利用战争和武装冲突法揭露敌人保护
自己
第九章 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
二 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概念及有关法规问题
（一）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概念
（二）有关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法规问题
二 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各类人员的法律地位
（一）战斗员
（二）非战斗员
（三）平民
（四）中立国人员
（五）联合国观察人员
（六）其他
三 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禁止的作战手段和攻击
目标
（一）禁止的作战手段
（二）禁止的攻击目标
四 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伤者、病者、死难者
（一）伤者
（二）病者
（三）死难者
五 地面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有关中立国的法规
（一）中立国的领土
（二）中立国的人员
（三）中立国的财产
第十章 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
一 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概念及有关法规问题
（一）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概念
（二）有关海战法规问题
二 海战区和海战场
（一）海战区和海战场
（二）禁止作战的海域

Page 5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三 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各种舰船的法律地位
（一）交战国的军舰
（二）交战国的商船
（三）医院船
（四）受特殊保护的船舶
四 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作战手段的使用及有关
规则
（一）关于海战中使用假船旗的问题
（二）水面舰艇作战规则
（三）潜艇对商船的作战规则
（四）水雷鱼雷的使用规则
（五）对敌国海岸轰击的规则
（六）其他规则
五 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一）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伤者、病者及遇船
难者
（二）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死难者
六 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有关中立国的法规
（一）中立国的领海
（二）战时中立国的港口
（三）战时中立国的舰船
第十一章 空袭与空战
一 空袭与空战的概念及有关法规问题
（一）空袭与空战的概念
（二）有关空袭与空战的规则与惯例问题
二 航空器的种类及其在战争中的法律地位
（一）航空器的种类
（二）在战争中各种航空器的法律地位
三 空袭与空战中的有关规则和惯例
（一）空袭与空战的目标
（二）空袭与空战的手段
四 空战中有关中立国的法规
（一）空战中的中立国的领空
（二）空战中的中立国的航空器
（三）空战中的中立国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章 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封锁与制裁
一 封锁的概念与对敌国的封锁
（一）封锁的概念
（二）战时对敌国封锁的手段
（三）军事封锁的开始与解除
二 制裁的概念与对敌国的制裁
（一）制裁的概念
（二）制裁的手段
（三）制裁的宣布与解除
三 封锁和制裁与中立国的利益
（一）对中立国利益的损害
（二）对中立国利益的照顾与补偿
第十三章 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战俘
一 战俘及其法律地位

Page 6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一）战俘的法律概念
（二）战俘法律地位的历史演变
（三）当代战俘的法律地位
二 战俘的管理
（一）战俘的俘获
（二）战俘的管理
三 战俘的待遇
（一）在政治方面
（二）在生活方面
（三）在经济方面
（四）在对外联系方面
四 战俘的遣返
（一）战俘的直接遣返
（二）战俘的释放与遣返
（三）战俘的交换
（四）战俘情报局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五 军人与战俘问题
（一）军人是战俘问题的基本主体
（二）要对军队进行战俘问题的法律与政策教育
（三）我国政府与战俘问题
第十四章 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停止与结束
一 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停止
（一）战争和武装冲突停止的概念
（二）战争和武装冲突停止的方法与方式
二 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结束
（一）战争和武装冲突结束的概念
（二）战争和武装冲突法律关系结束的主要表现
方式
三 战争和武装冲突结束后的法律责任
（一）惩治战争犯罪
（二）战争赔偿
主要参考文献与著作
后 记

Page 7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