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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争法是国家问对战争中的暴力行为适当性的共享信念。
任19世纪下半叶以前，战争中的暴力权是国家的合法权利。
此后，近代战争法的发展使国家在战争中的暴力权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暴力的限度——战争法的国际政治分析》对战争法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进行了研究，并试图厘清三个
问题：为什么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国家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建立规范以限制武装冲突中的暴力？
影响战争法发展的因素及作用机制是什么？
影响战争法有效性和执行力度的因素是什么？

《暴力的限度——战争法的国际政治分析》认为，战争法规范的变迁是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
作用的结果。
或者说是人道主义原则和军事必要性原则进行平衡的结果。
本书揭示了主导150年来战争法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因素，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战争法诸公约迅速建立的
原因。
从而拓宽了国际规范的研究范围，为沟通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相互分立的学术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
。
在国际关系学界多关注国际规范如何塑造和约束国家身份、利益或行为的情况下，本书反其道而行之
，将国际规范视为因变量，着重考查了国际规范的合法性发生嬗变的原因，促使国际规范研究者的触
角向反方向延伸，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国际规范的认识。

本书由徐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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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价值理性的变化只能决定战争法的总体变化方向，但不能完全决定具体规范的变化程度和
变化时间。
具体规范的变化可能还受到工具理性，也就是军事必要性的干预性影响。
在战争法中，关于战争手段和作战方法的规则的变化与军事必要性程度的强弱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如果军事必要性强，相关规范的变化程度或适用范围就小。
比如，杀伤人员地雷（anti—personnel landmine）是一种对平民和军人都会造成不必要痛苦和伤害的武
器，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
国际社会既承认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有违人道主义原则，也承认其具有较强的军事必要性。
因此，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来限制而非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比如，《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第二议定书（全称为《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就要求这些地
雷具有可探测和自失效功能，以便战后的清除工作，避免对平民的伤害。
另外，地雷具有可探测功能并不会对布雷方造成军事威胁，因为当前的探雷技术并不发达，探雷方无
法迅速探知并清除地雷，所以布雷方的军事利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虽然有关国家在1997年12月签署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全称为《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
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又称《渥太华公约》），但由于美国、中国、俄罗斯
等一些军事强国的反对，这项公约的前景及国际法效力令人怀疑。
 其次，如果军事必要性强，相关规范的变化速度会减缓。
对于有些作战武器或作战手段，各国并非不清楚它们会对平民造成相当危害，或给军人带来不必要的
痛苦，但是由于军事上的不可替代性，国际社会无法通过限制性或禁止性规范来予以约束。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双方均对对方重要城市的居民区和工业区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战
略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战略轰炸行为明显违反了1923年的《空战规则草案》第22条：禁止为使平民发生恐怖、破坏或损坏非
军事用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员的目的而进行的轰炸，只有针对军事目标的空中轰炸才是合法
的；第24条：如果合法的轰击目标所处的位置使其非对平民进行不分皂白的轰炸就不能进行轰炸的情
形下，航空器就不进行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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