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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邢广梅编著的《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的历史演进——从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到1994年圣雷莫手册》由
长期从事海上安全政策与国际法理论研究及实务咨询工作的海军学者所著。
书中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国际海上武装冲突协定法的历史演进过程，探讨了该学科的重要理论问题，辨
析了至今有拘束力的相关国际条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该学科的历史学术专著，在国际社会各类海上
武装冲突爆发可能性增大的今天出版，具有特殊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的历史演进——从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到1994年圣雷莫手册》可作为国际法学
者、涉海部门人员及海洋问题关注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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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广梅，山东青岛人，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世界海军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博士后，上
校军衔。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国际军事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和中国军事法学学会会
员。
长期从事海上安全政策、周边海上安全形势、海上兵力行动涉法问题研究，作为中方代表参与过中美
海上安全磋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中国与东盟防务与安全对话等，出席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
论坛等多个国际学术会议。
在《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中国海洋法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作为课
题项目负责人承担并完成海军及部级课题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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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第七《公约》在实施中面临巨大挑战。
第七《公约》的初衷是将战斗船只与非战斗船只区别开来，以明确它们各自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
但实践中，将改装为军舰的商船与防御性武装商船及辅助军事行动的商船区分开来是不容易的。
防御性武装商船是指那些为了自卫而配备轻型武器的商船，“压倒多数的权威意见认为，这些船只的
防御性武装不改变它们作为商船的法律性质”。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潜艇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这些商船甚至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在潜
艇还未实施攻击的时候，就主动撞击潜艇，1915年武装商船布鲁塞尔号撞击德国潜艇一事就是很好的
例证。
由此，武装商船只具有防御性还是兼具进攻性特征变得模糊不清；辅助军事行动的商船是指那些战时
临时征为军用，悬挂本国辅助舰队的旗帜或商船旗帜，从事军事运输或其他军事用途的商船，如舰队
辅助船、供给船、油轮等，它们没有正式编入海军部队，不享有军舰身份，也不具有军舰的特权，但
是它们的行动可以直接促进战争目的的达成。
实践中，许多国家由于没有严格按照第七《公约》的条件对商船实施改装，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各国海军纷纷在不进行公开改装的情况下就将商船并人海军从事军事行动，或者征用商船时只颁发
征用船只令和租船契约，而不是第七《公约》第3条所要求的正式委任状，这就导致了上述三类商船
界限的模糊，结果是商船只承担正规军舰所负有的义务，却不享有相应的权利。
　　毋庸置疑，在现代海战中无论是辅助船还是改装后的商船都不能真正地对抗战列舰。
然而，在当前，商船运用于军事的领域越来越宽广。
传统上，商船主要用于后勤保障及在海上为军舰添加燃料等辅助性任务。
现在，它们还可以用来操纵短距离升降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通过建立电子防御系统、补充Asw能力等
保护海上经济运输，那些配备了相应设备的商船还可以收集情报和布雷等。
现代国家实践表明，把那些实际上已并人交战国海军的商船视为战斗船只已成为趋势，传统海战中的
战斗船只与非战斗船只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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