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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对日战争索赔问题经历了从国家层面上的交涉不再到
民间受害者个人索赔的漫长历程，但迄今为止，就后者而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战争赔偿问题
成了横亘于中日关系间的一道障碍，作为战败的日本是如何对待作为战胜国的战争索赔，日本发动二
次大战以前，当日本作为战胜国的时候，它又日如何对待战败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呢？
本书回顾历史，有助于人们系统了解战争赔偿问题的产生与解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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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成毅，1964年2月生，祖籍山西省神池县。
先后就读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中心主
任、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
个人研究领域：抗日战争史、近代中外关系史、民国史。
著有《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浙江通史》（民国卷）、
《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等多部著作，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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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
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做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
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
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
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
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以来的战争赔偿问题不可同日而语
。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
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作为标志。
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
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国际法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解决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出
现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于1625年的《战争与和平法》。
此书虽然是以规范战争行为作为主线，但却一直被视为近代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奠基
之作。
此后，有关国际法的论著大量问世，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充实，到18世纪末，所谓“国际法”的概念
渐渐被欧洲国家广泛接受。
由于国际法是区别于国内法的普遍规则，因此，在国际法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国际法地位
的不同认识，即所谓“二元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
“二元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法律秩序，其所调整的事项极不相同。
而“一元主义”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的，只不过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有层次之分
而已，即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宪法决定于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决定于国际法律秩序
，国际法明显处于优越地位。
而且，国际法的大部分规范是不完全的规范，需要国内法规范加以补充，因此，国际法秩序只有作为
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一种普遍性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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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来承担战争赔偿的责任:日本对华战争赔偿问题新论》是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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