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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讨论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斗争的进程、内
战策源地的形势、武装力量的改革、导弹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状况以及国际军事政治安全领域发生的
大量其他事件。
重大的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新闻受到了充分的关注。
然而，在军事政治安全领域发生的事件直接关系到最核心的问题——人们的生与死、领土的完整、国
家的宪法制度和独立。
在这一领域发生的同一事件常常会产生矛盾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评价，这给听众和读者经常带来巨
大的困惑。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当请教专家。
    在我国国内和国外造就了一大批专家，积累了大量关于军事政治问题的文献资料。
研究军事这一特殊课题的军事专家们为研究上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战争同时又是一个被列入政治家、社会以及作为选民和纳税人的个体公民责任范围内的政治范
畴。
公民对军事领域进行监督的原则规定要求未服兵役的公民对军事特点有最起码的了解。
因此，本书的使命是尽可能通俗地为普通读者解释国际安全中军事方面的特点。
本书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更广泛的范围内，将对那些有志于献身军队的人们了解军事的“内幕”提
供有益的帮助。
    在国内外文献中，许多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专家们就军事政治安全的一些具体问题撰写了大量有深度
的著作，例如，关于导弹核武器问题、常规武器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武器监督问
题等。
然而，人们仍然感到缺乏一部能够把国际安全这个特殊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观点融成一体的著作，
这样一部著作对刚刚开始研究这一领域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正是为着完成这一任务而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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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内部武装冲突是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冲突。
它们当中比较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冲突，比如发生在尼泊尔、哥伦比亚、秘鲁和菲律宾的武装冲突
，在这些冲突中，造反派组织进行武装斗争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建立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制度。
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冲突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些组织为反对舞弊、专制或无效的政府而进行武装斗
争。
非洲的大部分冲突都属于这类冲突。
最后，相互对立的组织为控制自然资源（石油和钻石）、秘密买卖武器和毒品而进行的斗争，也是相
当常见的一种武装冲突，在许多这样的冲突中，各种动机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那些导致产生内部武装冲突的因素中，国家贫困和政府效率低下是最主要的因素。
统计表明，在那些人均年收人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里，武装冲突的概率明显增多。
许多研究人员把内部武装冲突发生的概率同“贫困国家”没有能力保障自己公民最起码的安全和福利
联系起来。
绝大部分大规模武装冲突都发生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扎伊尔）发生的武装冲突，是时间最长、流血最多的武装冲突之一，政府军和造
反派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对抗，打打停停几十年。
1997年蒙博托总统被推翻之后，冲突进人了一个新的活跃期。
在同政府军作战的大量造反派组织中，“刚果解放运动”和“刚果民主联合阵线一刚果解放运动”是
势力最强大的造反派组织。
造反派组织彼此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
这个冲突的特点是来自邻国积极的军事介入和邻国对战斗组织的军事援助。
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有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
造反派组织则得到了乌干达、卢旺达的支持，这两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曾多次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
境地区。
除了夺权斗争，冲突的动力之一是企图控制资源，首先是开采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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