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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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06531719

10位ISBN编号：7506531712

出版时间：1996-01

出版时间：解放军出版社

作者：赵培英  主编

页数：329

字数：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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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

内容概要

本课题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当代国际法的重要作用，在认真研究大量的国际法文献资料和国际法实战的
基础上，针对当代军事活动的特点和我军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建立了符合我军活动的国际法基本内
容，重点分析了国际法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填补了我军国际法研究的空白，在
该学科的研究上有创新，有助于推动我军国际法研究的深入发展，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本课题的研究结合我军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平时和战时已经和将要遇到的国际法问题
，在分析论述有关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时，还阐明了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在强调遵守国际法的重要
性时，还指出实际运用的灵活性和注意事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我军进行国际法的教育与改善军人的 知识结构提供了教材，为各级指挥员和领导机关决策军事行动和
处理涉外事件提供了法律咨询，具 较高的实用价值。
该项研究成果对于我军在新时期完成保卫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历史重
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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