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人道法如何保护记者？

根据国际人道法，所有记者作为平民受到保护。

        战地记者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俘后，也有权
享有战俘地位。

        部队记者属于战斗员，根据国际人道法受到战
斗员所享有的保护。

  国际人道法无法：

• 确保记者的行动自由及言论自由

• 在未经一国授权的情况下赋予记者进入该国领
土的权利

                                                                                    记者属于平民

根据规制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

记者作为平民受到该法的保护

除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外，

                                         他们作为平民，不得受到攻击

故意对平民发动攻击构成战争罪（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

        根据国际人道法，经武装部队授权且受其保护，但并非武装部队成员的随行记者，被称为战地记者。这

是一个法律术语。

        相比之下，“嵌入式”（随军）记者 并非法律术语。嵌入式记者仅在获得所嵌入武装部队之官方认证的

情况下方可被视为战地记者。对“记者”和“战地记者”进行区分非常重要，因为战地记者如在国际性武装

冲突中被拘留，是有权享有战俘地位的。而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并无战地记者一说，因而也不存在战俘

地位。

                     
                     部队记者*不属于平民，而是战斗员。

                  部队记者属于武装部队人员。

           在武装冲突期间，他们属于军事目标。

           他们在（因受伤、患病、遇船难、被拘留或已投降而）失去战斗力时受到保护，免受攻击；

即使在战斗期间也受到保护，免受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影响。

*部队记者由武装部队招募，专门负责从军事角度进行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