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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缔造之时就有着较为明显的缺陷，现时代更是难以适应新的国际安全情势，国
际社会普遍性地认识到，只有改革才能使之充分发挥功能和效用。本文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双重视
角，对于情势断定的法律依据、决策机制、临时办法、制裁措施、武力行动等改革的核心问题，从阐
述基本理论——分析缺陷——探讨现实困境——提出改革构想的思路进行了论述，最后分析了联合国
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

Page 2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戴轶，1973年1月出生，湖北阳新县人，国际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
事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的教学与研究。

Page 3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一 集体安全制度的思想理论
二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法律体系
三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困境
四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
第一章 情势断定的改革
第一节 情势断定的法律困境
一 第三十九条的不足
二 安理会对第三十九条的扩大适用
三 安理会扩大适用第三十九条的法律困境
第二节 情势断定的法律规制
一 规制情势断定的必要性
二 建立情势断定的法律依据
三 规制情势断定的政治与法律问题
第二章 决策机制的改革
第一节 决策机制改革的政治与法律分析
一 决策机构职权的划分
二 决策模式的弊端
三 改革安理会的内部动因
四 改革安理会的外部动因
第二节 决策机制改造的政治与法律问题
一 扩大安理会的组成
二 限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三 改进安理会的运作机制
四 发挥其他机构的辅助作用
第三章 临时办法的改革
第一节 临时办法的理论分析
一 临时办法的法律释义
二 维持和平行动的临时办法性质
第二节 维持和平行动的立法规制
一 建立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制度
二 规定维持和平行动的职权范围
三 明确维持和平行动的管辖权
四 建立资源募集的常规性法律制度
五 规范区域组织的维持和平行动
第四章 制裁措施的改革
第一节 联合国制裁制度的理论分析
一 联合国制裁的法律释义
二 联合国制裁的性质解析
三 联合国制裁的实施方式
四 联合国制裁的责任形式
第二节 联合国制裁的实证考察
一 制裁对象的选择存在着双重标准
二 制裁决议的文本存在着模糊规定
三 制裁实施的效果存在着消极效应
第三节 联合国制裁措施的改制构想
一 建立制裁决策的法律标准

Page 4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二 规定制裁实施的目标取向
三 建立制裁实施的监评机制
四 完善制裁制度的区域办法
第五章 武力行动的改革
第一节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
一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据问题
二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实证考察
三 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进行规制的法律构想
第二节 人道主义干涉的制度化
一 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争议
二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问题
三 人道主义干涉的价值
四 人道主义干涉的制度化构想
第三节 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控制
一 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困境
二 自卫权对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不适用性
三 安理会授权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问题
第四节 预先性自卫的法律管制
一 预先性自卫权在理论上的分歧
二 预先性自卫权在实践上的争议
三 预先性自卫权在法律上的两难困境
四 预先性自卫权实现管制的法律构想
五 案例分析：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行使预先性自卫权
第六章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中国视角
第一节 中国和平发展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影响
一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法律分析
二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律秩序的互动
三 中国和平发展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作用
第二节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一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
二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对中国和平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制约作用
结语
一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前景探析
二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中国考量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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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