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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dquo;。
每个时代都必然会出现属于这个时代的军事家。
那么，未来军事家将从哪里诞生呢？
我们在翘首！
我们在呼唤！
　　世界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曾经说过：&ldquo;每一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杖。
&rdquo;细细地品味这句名言，说得多么的好啊！
它告诉我们：每一位将帅都不是天生的，都是从士兵或基层军官成长起来的；同时，任何一个士兵，
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一步步地获得晋升&mdash;&mdash;从尉官到校官、从校官到将官，甚至荣
膺元帅。
　　我们看到，拿破仑自己就是出生于科西嘉的一户破落贵族家庭，从一名律师的儿子，在接受了一
定的军事理论教育之后，先是被任命为炮兵少尉，继而中尉、上尉，在土伦战役中一举成名并被破格
晋升为准将，再后来，一步步地成为法国的最高统帅。
而拿破仑旗下的元帅之中，据说，著名的内伊元帅是一名普通箍桶匠的儿子，拉纳元帅是一名普通士
兵的儿子，而以勇敢著称的勒费弗尔元帅则曾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士兵&hellip;&hellip;历数古今中外的著
名将帅或军事家&mdash;&mdash;吕望、曹刿、孙武、吴起、田忌、孙膑、韩信、李广、曹操、诸葛亮
、周瑜、祖逖、拓跋焘、李世民、李存勖、狄青、岳飞、成吉思汗、朱元璋、戚继光、努尔哈赤、郑
成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
、克劳塞维茨、恩格斯、福煦、麦克阿瑟、朱可夫，等等等等，&mdash;&mdash;这些灿若星辰的军事
翘楚，又有哪一位天生就是将帅或军事家的呢？
不论他们是出身官宦商贾之家，还是出身布衣贫民之室，也不论他们曾受训于著名军事院校，还是博
古通今自学成才，更不论他们是文官还是武将或是文武兼备，他们都共同地经受了一定的军事理论和
相关知识的熏陶、特别是经历了战争或军事实践的锤炼，于是才有了一个由低级军阶到高级军阶的发
展进步历程。
　　那么，欲问未来军事家的成长和出现，会有什么例外吗？
回答是：概莫能外！
&ldquo;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rdquo;要打造未来的军事家，只能是从&ldquo;源头&rdquo;也即从现在着手&mdash;&mdash;学习军事
理论、把握相关知识，并在战争或军事实践中增长才干、得以提高。
我们的这一观点，或许会引来这样的质疑：在今天相对和平时期，没有实际的烽火硝烟的&ldquo;战争
熔炉&rdquo;，未来军事家这一&ldquo;钢铁&rdquo;何以能够炼就？
我们认为：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如果不能直接地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只有间接地从前人的战争
和他人的战争中学习战争。
纵观历史，几乎没有哪一个伟大的统帅不曾认真地研读过前人的兵书战策；那些初出茅庐便脱颖而显
出治军才干的传奇人物，也都是因为他们善于借助间接经验的基石，从而为自己建造了战争艺术的金
字塔。
在人类战争史的长河中，我们的前人或他人所亲历的战争，总是以经验、理论或知识的形式得以传承
，在这种传承过程中，前人或他人的东西总是被后人所学习、所扬弃、所超越！
过去的、现在的东西，也总是被未来的所替代！
　　本着这一宗旨和理念，我们为潜在的、可能的未来军事家们，设计并编纂了一套军事理论和相关
知识方面的图书，我们很是珍爱地将其取名为&ldquo;未来军事家学识丛书&rdquo;，目的就是要为我
军年轻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同时也为社会上那些有志青年和广大军事爱好者，提供一套可资学习、了
解和借鉴的军事学识方面的书籍。
　　俗话说，&ldquo;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rdquo;。
同理，不想成为军事家的军人或军事爱好者，也不是真正好的军人和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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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成为一名军事家，也许(仅仅是也许)存在着某种天赋，但绝对离不开后天的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军
事实践的锤炼。
该套丛书，针对当代职业军人和广大军事爱好者的特点和兴趣，特别是针对这个群体中广大基层官兵
、莘莘学子和社会青年的特点和兴趣，从中外军事历史、军事理论、军事科技、军事文化和战争实践
或军事实践等等所汇聚的军事知识海洋中，萃取其精要和&ldquo;管用&rdquo;的知识，精心打造了一
套军事知识与军事精神的文化大餐，倾力钜献，是以飨之。
　　该套丛书按相关军事学科和专有知识编成，共15种，包括：1.《兵书精要：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
》；2.《将帅传略：铁马金戈的战争舞者》；3.《战史精粹：铁血凝成的悲壮乐章》；4.《指挥艺术：
作战制胜的有效法宝》；5.《军事谋略：纵横捭阖的诡道秘策》；6.《军事科技：军事革命的开路先锋
》；7.《武器装备：提升军力的重要因素》；8.《军事后勤：战争胜败的强力杠杆》；9.《国防建设：
生存发展的安全保障》；10.《军事演习：近似实战的综合训练》；11.《兵要地理：军事活动的天然舞
台》；12.《军事制度：军队建设的基本法度》；13.《军事条约：管控兵争的协和约定》；14.《军事
文化：文韬武略的历史积淀》；15.《军事檄文：激扬士气的精神号角》。
　　这套丛书的编纂，我们在坚持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的前提下，力争注入通俗性、可读性和趣
味性的元素。
每种图书，均抽取各军事学科和专有知识的基本内容，按一定的内在逻辑排序，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清新活泼的语言，夹叙夹议，娓娓陈述，同时附加言简意赅的学术性、导读性、总括性、按语性点
评，以收画龙点睛之效。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纂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位参与者向前人和他人学习、借鉴、创
新的过程。
虽然我们已在每本书之后按学界的惯例注明了主要参考文献及其出处，以示我们对被参考者及其作品
的尊重，但那还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谢之情，在此，我们全体编者特向这些老师们表示深深的
谢意，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是站在老师们的肩膀上才得以成就这套丛书的。
同时，这套丛书的编纂和出版，也得益于相关领导、专家、学者的宏观指导和具体建议，特别是得到
了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胡耀武副社长、陈学建编审等同志的大力指导，也得到了各书责任编辑认
真的编辑加工，还有各书责任校对默默无闻的辛勤劳作。
在此，我们也深深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的真诚谢意既溢于言表，同时又深感无以言表。
　　现在，这套丛书承载着我们的编纂宗旨和理念，承载着各位编者的心血和汗水，承载着我们的前
人和他人的辛勤和劳作，也承栽着相关领导、专家、学者的嘱咐和希望，终于与读者朋友们见面了。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是这套丛书的最终也是最高的评判者，我们全体编者一定恭听你们的宝贵意
见，以使其更加完善，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国防观念的提升，更好地服务于高素质军事人才队伍
的打造，更好地服务于当代革命军人战斗精神的培育，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建设。
　　付梓之际，是为总序。
　　丛书全体编者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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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同理，不想成为军事家的军人或军事爱好者，也不是真正好的军人和爱好者。
而要成为一名军事家，也许(仅仅是也许)存在着某种天赋，但绝对离不开后天的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军
事实践的锤炼。
《未来军事家学识丛书》针对当代职业军人和广大军事爱好者的特点和兴趣，特别是针对这个群体中
广大基层官兵、莘莘学子和社会青年的特点和兴趣，从中外军事历史、军事理论、军事科技、军事文
化和战争实践或军事实践等等所汇聚的军事知识海洋中，萃取其精要和“管用”的知识，精心打造了
一套军事知识与军事精神的文化大餐，倾力钜献，是以飨之。
本书是其中分册《军事条约(管控兵争的协和约定)》。
由李元龙、梁雪美担任主编。

《军事条约(管控兵争的协和约定)》主要介绍了古今中外著名军事条约签订的内容及其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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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军事协定(中国部分)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平等基础上的第一个边界条约(1689年9月7日)
《中英南京条约》：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侵略的起点(1842年8月29日)
《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侵华活动的第一罪证(1844年7月3日)
《中法黄埔条约》：法国趁火打劫的产物(1844年8月)
《中俄瑷珲条约》：北部边疆危机加深的诱因(1858年5月28日)
《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清政府对侵略者彻底妥协的肇始(1860年10月)
《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坐收渔利的结果(1860年11月14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的表演(1864年9月)
《蒲安臣条约》：互惠表象下的欺凌(1868年6月28日)
《中日北京专约》：琉球被吞的源头(1874年lO月1日)
《中英烟台条约》：英国侵略西藏的伏笔(1876年9月13日)
《中俄伊犁条约》：使新疆完全被控制在了沙俄手中(1881年2月24日)
《中法简明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助长帝国主义侵略的见证(1884年5月1日，1885年6月9日)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被占的开端(1887年12月)
《马关条约》：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为严重的卖国条约(1895年4月17日)
《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俄国远东政策在19世纪末所获得的最初成功(1896年6月3日)
《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特权进一步扩大的标志(1899年11月16日)
《辛丑条约》：中国完全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01年9月7日)
《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强占我东北地区企图的破产(1902年4月8日)
《拉萨条约》：英国完成对西藏事实上的侵吞(1904年9月6日)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列强问中国主权的转移(1905年12月22日)
《俄蒙协约》：蔑视中国主权的历史记录(1915年6月7日)
《西姆拉条约》：英国卑劣目的的破产(1913年10月)
《中日民四条约》：中国近代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1915年5月25日)
《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约》：沙俄侵略魔爪向中国东北的深入(1915年11月)
《中日军事协定》：东北地区完全沦陷为日本独占殖民地(1918年)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并不完整的主权收回(1922年2月4日)
《九国公约》：中国从被独占到被共同支配(1922年2月6日)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鸦片战争后中国缔结的第一个平等条约(1924年5月21日)
《中日济案协定》：国民党反动政府讨帝国主义欢心的丑恶演出(1929年3月28日)
《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吞整个中国大陆的野心(1932年5月5日)
《塘沽停战协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恶果(1933年5月31日)
《秦土协定》：标志着察哈尔省的陷落(1935年6月27日)
《中日何梅协定》：华北成为日军自由出入的“真空地带”(1935年7月)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美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法律保障(1942年3月21日)
中美、中英新约：“空中楼阁”般的平等地位(1943年1月11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发展中苏两国的合作与友谊(1950年1月20日)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台美关系中最大的遗产(1954年12月2日)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传统友谊的见证(1961年7月11日)
《中印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中印为加强相互信任而缔结的军事协
定(1993年9月7日)
《中俄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中俄加强信任的一个新步骤(1994年7月12日)
《中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为五国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奠定了法律基
础(199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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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关于签署&l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gt;的声明》：全面反映中国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1996
年9月24日)
《中印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相互信任
的具体步骤(1996年11月29日)
《中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显示了正在成熟的中美两
军关系(1998年1月19日)
《中美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协议》：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环节(1998年6月27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新世纪指导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1年7月16日)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从国际法意义上得以真正建立(2002年6月7日)
第二章军事协定(外国部分)
《古埃及一赫梯和约》：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条约(公元前1284年)
“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与斯巴达相互对峙的工具(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
《尼西亚斯和约》：缓解雅典和斯巴达矛盾愿望的流产(公元前421年)
“前三头同盟”：加快了罗马共和国解体和走向帝制的步伐(公元前60年)
“后三头同盟”：加快罗马帝制的建立(公元前43年)
《凡尔登条约》：确定近代意、德、法三国领土的雏形(公元843年)
英法百年战争中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未惠及任何一方的协定(1337～1453年)
“汉萨同盟”：德意志政治分裂的必然产物(14世纪)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意大利分裂局面的继续(1559年)
伊土战争中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崩溃过程的加快(1514～1639年)
《荷西条约》：荷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清障机(1648年)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17世纪中叶欧洲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1648年10月)
《威斯敏斯特和约》、《布雷达和约》和《多佛尔和约》：荷兰“海上马车夫”作用的削弱(17世纪下
半叶)
《比利牛斯条约》：胜者与败者共同付出的代价(1659年)
《沃什堡和约》：战败国获利更多的条约(1664年8月10日)
《安德鲁索沃协定》：俄波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1667年1月31日)
《奈梅根和约》：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1678年)
《里维斯克和约》：法国由盛至衰的转折点(1697年)
《卡洛维茨和约》：土耳其全面的衰落(1699年1月26日)
《君士坦丁堡和约》：俄国向黑海扩张的起跑线(1700年7月)
《普鲁特条约》：对彼得一世狂妄野心的沉重打击(1711年7月)
《乌特列支和约》和《拉什塔特和约》：18世纪法国在西欧霸权地位的削弱(1713年、1714年)
《尼什塔特和约》：俄国由内陆国家向濒海强国的扩张(1721年8月30日)
《维也纳和约》：欧洲瞩目的焦点(1738年11月)
《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英国整个海上霸权的保证(1763年)
《美英巴黎和约》：美国完全独立的标志(1783年9月3日)
《雅西和约》：沙皇俄国侵略魔爪向地中海沿岸的延伸(1792年)
《康波福米奥和约》：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彻底瓦解(1797年lO月17日)
《圣伊尔特丰索条约》：美国对外扩张新时期的开始(1800年10月1日)
《亚眠和约》：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彻底瓦解(1802年)
《提尔西特和约》：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联手瓜分世界的协议(1807年7月7日)
《根特和约》：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结束的象征(1814年12月24日)
《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重新稳定欧洲秩序方面的基石(1815年6月9日)
《神圣同盟条约》：反动的王朝联盟条约(1815年11月20日)
《土库曼彻条约》：伊朗附属俄国的开端(1828年1月)
《第二次伦敦协定》：更大东方危机的酿制(184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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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达卢佩一伊达尔戈条约》：战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掠地行为的终结(1848年2月2日)
《克莱顿一布尔沃条约》：美国无力排挤英国在西半球影响的证据(1850年4月19日)
《日俄友好条约》：俄国实现经日本海进入太平洋的目标(1855年2月7日)
《巴黎和约》：法国欧洲大陆霸主地位的恢复(1856年2月25日)
《安政条约》：日本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1858年7月)
《苏黎世和约》：意大利初衷的流产(1859年11月10日)
《都灵条约》：法国走向衰败的开端(1860年3月24日)
《阿尔文斯勒本协定》：外交意义高于军事意义的文本(1863年2月8日)
“日内瓦四公约”：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源头(1864年、1906年、1929年和1949年)
《九月协定》：法国愚弄意大利政府的产物(1864年9月15日)
《加施泰因公约》：俾斯麦精心设计的一个诡计(1865年8月14日)
《布拉格和约》：对战败国宽容的协定(1866年8月20日)
《法兰克福和约》：德国的兴起和法国的削弱(1871年5月10日)
《三皇同盟条约》：孤立法国的第一步(1873年)
《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日俄在东北亚进入短暂的“稳定和友好时期”(1875年5月7日)
《桑洪条约》：古巴人民和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休战协议(1878年2月10日)
《圣斯蒂法诺条约》：近东危机的加剧(1878年3月3日)
《英奥协定》：标志着英奥联合反对俄国(1878年6月6日)
《冈达马克条约》：阿富汗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879年5月26日)
《巴尔杜条约》和《马尔舍专约》：法国完成对突尼斯的完全控制(1881年、1883年)
第二次《顺化条约》：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4年6月6日)
《柏林会议议定书》：刚果遭到列强的瓜分(1885年2月)
《法英条约》：英、法相互承认各自在非洲的势力范围(19世纪80年代)
《再保险条约》：德国的双保险(1887年6月18日)
《法俄军事协定》：欧洲大陆军事强国分裂成两大阵营(1892年8月18日)
《日俄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被剥夺(1896年6月9日)
《亚的斯亚贝巴和约》：帝国主义国家以战败国身份签订的和约(1896年10月26日)
《美西巴黎和约》：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土地上的彻底败北(1898年12月10日)
《共管苏丹协定》：苏丹彻底沦为英属殖民地(1899年1月)
《英法协定》：让可能导致非洲战火的危机消弭于无形(1899年3月)
两次海牙会议所订条约：列强扩军备战的掩护物(1899年、1907年)
《英日同盟协定》：标志着英国“光辉孤立”政策的结束(1902年1月30日)
《韦雷尼京条约》：英国破天荒第一次未向战败者勒取赔款(1902年5月31日)
《日英军事协定》：日本进一步具备了对俄发动战争的条件(1902年)
《亚齐简约》：荷兰殖民者诉诸武力与玩弄阴谋诡计的产物(1903年)
《美巴条约》：美国“强盗行径”的见证(1903年11月18日)
《英法协约》：两国联合反德的开始(1904年4月8日)
《俄德毕由克条约》：不久便宣布无效的条约(1905年7月24日)
《日俄朴次茅斯和约》：日、俄任意处理中国和朝鲜领土的强盗协定(1905年9月5日)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总议定书》：将德国推向国际孤立(1906年4月7日)
两次《俄日协定》：日俄关系从敌对转化为同盟(1907年7月30日、1910年7月4日)
《英俄协定》：两个强盗针对另一个强盗而分赃结伙的协定(1907年8月31日)
《布何劳协定》：波斯尼亚危机的制造者(1908年9月)
《高平一罗脱协定》：暗藏美国图谋独霸东亚的真实动机(1908年11月30日)
《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向日本殖民地的陷落(1910年8月22日)
《第三次英日同盟条约》：近乎一纸空文的条约(1911年7月13日)
《俄德波茨坦协定》：德拉拢俄国目的的落空(1911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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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海军专约》：英法同盟关系染上军事色彩(1913年2月)
《伦敦和约》：加剧了巴尔干半岛的矛盾(1913年5月30日)
《布加勒斯特和约》：催生了两个巴尔干国家集团(1913年8月10日)
《布赖恩一查摩罗条约》：美国“金元外交”的产物(1914年8月5日)
《凡尔赛和约》：帝国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结果(1918年6月28日)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贡比涅停战协定》：德国内外交困的产物(1918年11月11日)
《英伊协定》：伊朗军事与财政权利的丧失(1919年8月9日)
《苏伊友好条约》：平等的表面下暗含着不平等的因素(1921年2月26日)
《五国条约》：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终结(1922年2月6日)
《拉巴洛协定》：“热那亚的暴风雨”(1922年4月16日)
《贡德拉条约》：美洲国家和平解决争端愿望的反映(1923年)
《洛迦诺公约》：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标志(1925年10月)
“非战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烟幕(1928年8月27日)
《伦敦海军条约》：列强在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幌子下谋求好处的产物(1930年4月22日)
《南美反战公约》：美国“睦邻政策”的表现(1933年10月)
《布宜诺斯艾利斯停战协定》：充分暴露了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1932～1935年间)
《德国和波兰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改善德国处境的协议(1934年1月26日)
《罗马议定书》：纳粹眼中的废纸(1934年3月17日)
《赖伐尔一墨索里尼协定》：法国向侵略者的妥协(1935年1月7日)
斯特莱沙阵线：一条裹着厚重和平外衣的虚线(1935年4月)
《捷苏互助条约》：劳而无功的协定(1935年5月16日)
《法苏互助条约》：与和平与安全的初衷相背离(1935年5月)
《英德海军协定》：英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35年6月18日)
《蒙德勒公约》：帮助土耳其在危难之际讨回了公道(1936年7月20日)
《英埃同盟条约》：埃及被紧紧地绑在了英国的战车上(1936年8月26日)
《德意轴心协定》：德意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的重要步骤(1936年10月25日)
《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的标志(1936年11月25日)
《美洲国家维护、保持和重建和平的公约》：美洲大陆“从未有过的最强有力的和平保证”(1936年12
月23日)
《萨德巴德公约》：大大改善了土耳其在“二战”前夕和战争期问的国际环境(1937年7月8日)．---
《德意同盟条约》：德国意大利眼中的“钢铁般的条约”(1938年5月22日)
《慕尼黑协定》：现代国家关系中害人害己的“杰作”(1938年9月30日)
《利马宣言》：拉美国家坚决反对法西斯的明证(1938年12月)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不正常产物(1939年5月)
《有田一克莱琪协定》：日本侵华的道路上增添了新的帮凶(1939年7月22日)
《关于美洲各共和国中立的总宣言》和《巴拿马宣言》：脱离现实的中立立场(1939年9月)
《天津协定》：英国远东政策的又一次退却(1940年6月12日)
《美洲国家防御合作互助宣言》：为美洲国家建立对德集体防范体系打下了基础(1940年7月)
《松冈一亨利协定》：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也使法国名誉扫地(1940年8月30日)
《德意日同盟条约》：一次貌合神离的强盗结盟(1940年9月27日)
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美日最终自尝苦果(1940年11月底)
《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喜忧参半的协约(1941年4月13日)
《美巴联合参谋协定》：巴西从中立向联美抗德的转变(1941年7月24日)
《日泰同盟条约》、《日菲同盟条约》：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骗局之一(1941年12月)
《苏英同盟互助合作条约》：苏英反法西斯力量战时和战后合作的加强(1942年5月26日)
《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功过均摊的协议(1943年11月、12月)
《开罗宣言》：政治收获重于军事建树(194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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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协定》：成效显著也害人不浅(1945年2月)
《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有力促进了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1945年3月22日)
《波茨坦公告》：二战前苏美英矛盾开始恶化的标志(1945年7月26日)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美国建立世界霸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9月2日)
《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出现(1949年4月、1955年5月)
《美英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加强北约军备计划的军援协定(1950年1月27日)
《阿拉伯联盟联合防御条约》：未产生作用的集体安全协定(1950年4月13日)
《英法美三国宣言》：不被阿以买账的声明(1950年5月25日)
《菲美共同防御条约》：美菲两国军事关系的黏合剂(1951年8月30日)
《澳新美安全条约》：“二战”后美在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军事联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951年9月1日)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提供了日本从属美国的法律依据(1951年9月8日)
《波恩专约》：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源头(1952年5月26日)
《朝鲜停战协定》：打乱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1953年7月27日)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1953年8月8日)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国操控下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协定(1954年9月8日)
《巴格达条约》：美国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成果(1955年2月24日)
《吉达条约》：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1957年5月20日)
《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日美继《日美安全条约》之后的又一军事同盟条约(1960年1月19日)
《五国联防协议》：英国为维护其在东南亚的利益而签订的多边军事协议(1971年4月)
《东南亚中立化宣言》：东盟国家联合自强和独立自主的声明(1971年11月27日)
《西姆拉协定》：小调整却未解决大问题(1972年7月2日)
《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继朝鲜战争之后又一次败北(1973年1月27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美、苏缓和与妥协的产物(1975年8月1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的基础性政治文件(1976年2月24日)
巴美新条约：有代价的战果(1977年9月)
《戴维营协议》：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转机(1978年9月)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跳板(1978年11月、1997年9月)
《埃以和约》：战火消除，和平渺茫(1979年3月26日)
《海湾国家反伊朗秘密协议》：导致两伊战争的重要诱因(1980年9月)
《美以战略合作协议》：加强美以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步骤(1981年11月30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防的概念发生了变化(1982年4月)
《中美洲和平协议》：拉美国家维护共同利益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1987年8月)
《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世界超级大国对弱小国家实行武力征服政策难于得逞(1988
年4月14日)
《海湾战争正式停火的决议》：国际上多数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1991年4月3日)
《集体安全条约》：有关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石(1992年5月15日)
《俄印友好合作条约》：为俄印传统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1993年1月)
《代顿协议》：宣告二战后最长内战的结束(1995年12月14日)
《东南欧稳定公约》：欧洲的“小马歇尔计划”(1999年6月)
《日内瓦协议》：一剂对巴以和平有建设意义的“处方”(2003年12月1日)
第三章国际军控、裁军、战争法与反恐条约
《拉什一巴格特协定》：裁军史上最早通过平等协商签订的限制军备条约(1817年)
《海牙公约》：为以后战争法的编纂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899年、1907年)
《伦敦海战法规宣言》：首次系统阐明海战法规则的国际公约(1909年2月26日)
《空战规则草案》：战时航空器使用的规则与惯例(1923年2月)
《中美洲国家限制军备公约》：一战后国家间第一个限制军备的国际性协议(1923年2月7日)
《日内瓦议定书》：古老惯例的引申(192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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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大国间争夺利益新一轮较量的开始(1945年6月26日)
《南极条约》：旨在使南极国际化的协定(1959年12月)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主导下的核禁幌子(1963年8月5日)
《外层空间条约》：“外层空间宪章”(1966年12月19日)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古巴缺席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1967年2月14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遏制核扩散的有力保证(1968年6月)
《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苏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主要成果之一(1972年5月26
日)
《联合国大会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国际裁军的纲领性文件(1978年6月)
《美苏中导条约》：历史上第一个销毁核武器的国际条约(1987年12月8日)
《美苏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协定》：“协定”实际意义有限(1990年6月1日)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二战后东西方间达成的第一个常规裁军协议(1990年11月)
《美苏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苏中导条约》之后美苏核裁军的又一重要步骤(1991
年7月31日)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迟迟未能生效的条约(1996年9月)
《渥太华禁雷公约》：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1997年12月3日)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行动框
架(2001年6月15日)
《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宪章》：欧安组织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行动准则(2002年12月7日)
《打击恐怖主义宣言》：减少和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方面的重要法律文件(2003年1月20日)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9·11”恐怖袭击之后联合国通过的第一个反恐公约(2005年4
月)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军事条约>>

章节摘录

　　中法战争是由法国资产阶级侵略我国邻邦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
这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80年代，在法国执政的是茹&middot;费里内阁，茹&middot;费里一上台就鼓吹对越南和中国发
动战争，企图占领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进一步人侵中国。
　　法国侵略越南的历史由来已久。
17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根据在越南传教的法国教士的奏议，制订了一个&ldquo;法兰西东方帝
国&rdquo;的侵略计划，把侵略矛头对准越南和中国。
1862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订立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将越南南方沦为它的殖民地，然后法国又挑起
侵略越南北方的战争。
在法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实力弱小的越南虽然借助刘永福领导的中国军队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抵抗，
但最终还是被侵略者貌似强大的外表所吓倒，先后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和《顺化
条约》，至此越南已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在完全控制了越南以后，便把矛头对准了中国，1883年12月，法国向驻守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发
起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
战争前后历时1年零3个月，由于参加战争的清军将领腐败无能，法国接连攻陷越南的太原和兴化等地
，完成了其占领红河三角洲的计划。
清军在前线的失败给了清政府内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可乘之机，为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图，李
鸿章等加紧进行妥协求和活动。
法国侵略者也利用这一机会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一面扬言要进攻广州，一面加紧向清廷诱和。
1884年5月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
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2）中国从北越撤兵，调回边界；（3）法国不向
中国索取赔款，但要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4）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议改条约时，决不出现
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
这个条约使法国初步实现了它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目的，然而法国侵略者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事隔一个月，法军又向谅山的中国驻军进行挑衅，造成中法军队在观音桥的武装冲突。
法国以此为借口向中国索取巨款。
未果之后，便调来大批舰队，从海路向中国发起进攻。
在台湾、澎湖列岛中法海战的主战场上，台湾总督刘铭传带领台湾军民进行英勇抗战，取得了台湾保
卫战的胜利。
这次胜利不仅保护了台湾不受侵害，而且打乱了法国的战略部署，削弱和分散了法国在越南北部的军
事力量。
陆上战场，岑毓英部清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并肩作战，在临洮大败法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广西界告急的关键时刻，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奉命帮办广西军务。
1884年3月23日，法国侵略军10000余人在尼格理的率领下分三路进攻中国阵地，情况非常危急，冯子
材身先士卒，率军奋起迎敌，经过两天激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毙敌1000多人，击伤法军首领尼格
理，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
在这场胜利的鼓舞下，中国军队又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使中国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呈现出一派抗法战
争胜利的景象。
然而就是在这种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清政府不仅没有利用形势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怯懦妥协，
急匆匆地与战败的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造成了中国&ldquo;不败而败&rdquo;、法国&ldquo;不胜而
胜&rdquo;的结局。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越
南是法国的&ldquo;保护国&rdquo;；（2）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3）法
国所运货物可以进出云南、广西边界；（4）日后中国修铁路时，要与法国商办；（5）法国撤退其在
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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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无能，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
的目的。
通过这一条约的签订，法国不仅使其侵占越南的事实得到了中国的认可，还得以抢先插足我国西南边
疆。
此外，它还通过这个条约，取得了开埠、通商、修路的特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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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dquo;。
每个时代都必然会出现属于这个时代的军事家。
那么，未来军事家将从哪里诞生呢？
为此，我们为潜在的、可能的未来军事家们，设计并编纂了一套军事理论和相关知识方面的图书，将
其取名为&ldquo;未来军事家学识丛书&rdquo;，目的就是要为我军年轻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同时也为
社会上那些有志青年和广大军事爱好者，提供一套可资学习、了解和借鉴的军事学识方面的书籍。
该套丛书按相关军事学科和专有知识编成，在坚持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的前提下，力争注入通俗
性、可读性和趣味性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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