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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法》

内容概要

《战争法:当代战争对传统战争法与武装冲突法的挑战与思考》五个专题针对当代新的战争形态和特点
进行了研究，包括对军事干涉、武力反恐、武力使用规则、人道主义干涉及伊拉克战争引起的战争与
武装冲突法问题等等进行深入研讨，在研究过程中采取战争法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实现
理论与实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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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争法的发展及作战规范　　第一节从传统战争法到现代战争法　　一、现代国际法上
战争的特征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战争还不能够完全避免，国际法上的战争，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
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为了击败对方并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引起的武装冲突和由此产生
的法律状态。在传统国际法上，只把国家间的战争看做是国际法上的战争。并且认为，战争应当是具
有相当规模和范围的，而且是要持续一定时间的。而偶然发生的、地方性的、短暂的边界冲突等则不
构成国际法上的战争。现代国际法在战争主体范围上有所扩大，这样一来，某些在传统国际法上不认
为是战争的武装冲突也进入现代国际法领域。从国际法上的现状来看，现代国际法上的战争具有以下
特征：　　（一）战争主要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武装冲突即内部战争和进行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武
装斗争　　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作为战争的普遍形式已毋庸置疑。对于内战，由于它是在一国之内进
行的武装冲突，所以，传统国际法认为，内战只有在交战一方被本国政府或其他国家承认为交战团体
或叛乱团体时，才成为国际法上的战争，适用战争法的原则和规章。但在现代国际法对这一问题有了
不同的认识。l977年6月8日，在日内瓦签订的《l949年5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即使为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在缔约一方领土上的武装
部队，如果对一部分领土行使了控制权，从而使其能够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为，则应当适用武装
冲突的国际法规范。由此可知，内战只要发展到一定规模，持续较长的时间，也属于战争的范围。关
于民族解放运动，传统国际法不承认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为战争。现
代国际法根据《联合国宪章》（下文简称《宪章》）和国际法上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承认民族自决
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性。l977年6月8日，在日内瓦签订的《l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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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是不是博士论文来的，暂时也没有发现不满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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