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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评论》（第1卷） 

      

 

    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与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主办，并得到国际刑法学协会大力支

持的《国际刑法评论》（第一卷）已于近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0余万字。《评论》由

赵秉志教授、卢建平教授任主编，每年出版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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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评论》发刊词 

 

    基于实现人类普遍、持久和平的梦想或“天下大同”的理想，人类社会早就对国际刑法寄予了厚望；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巨大劫难也催生了国际刑法的实践和理论。大量的国际刑事立法文件纷

纷出台，以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海牙审判等为显著标志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联

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尤其是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运行，更使国际刑法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纪元。毫无疑问，无论从实践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研究的视野来看，国际刑法都是当

今法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分支。 

    国际刑法的使命是与“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作斗争，因而国际刑法的发展无疑具有全球的影响。它

不仅使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为“软法”、“弱法”的国际法“装上了牙齿”、变成了“强法”，也使国际

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空前密切起来；它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

认识到这些价值的易受侵犯性以及维护这些价值的极端重要性；它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也将大大促进各国之

间在防治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领域的集体合作，使国际社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处于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的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面对这样一个发展迅速、影响深远的新兴法治领

域，当然是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的。《国际刑法评论》在中国的问世就从一个方面集中代表了这种重视和

关注的程度。 

    《国际刑法评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与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联合主办，并得到

了国际刑法学协会及其会刊《国际刑法评论》(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的大力协助和特别许可，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对本刊的出版发行给予了大力支持。 

    《国际刑法评论》的办刊宗旨是：为广大热爱世界和平稳定、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中文读者开辟一个

关注国际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进展、了解国际刑法理论发展动向的窗口；为热心于国际刑法理论知识的普

及传播，积极参与国际刑法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讨论的中外人士提供一个发表观点、交流见解的平台；为发

展完善国际刑事立法、司法，同时借鉴国际和各国经验，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尤其是刑事法治

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咨询意见。 

    本刊为半年刊，设立学术论坛、国际刑事法院专题、判例精选、动态与信息等栏目。本刊将秉持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交汇、国际与国内沟通的办刊原则，力争在短时期内将刊物办成国内权威、国

际先进的一流专业学术刊物。 



    如同辛劳的父母在为自己的新生儿取名字、报户口、发喜帖、办满月酒一样，当《国际刑法评论》这

份新刊物面世的时候，我们有无限的喜悦要和大家分享；也和年轻的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一样，

我们对于新生的《国际刑法评论》同样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虽然前路难免崎岖坎坷，但我们深信，在广大

读者的关心下，在中外作者的支持下，在编辑出版发行人员的努力下，《国际刑法评论》这株新苗一定会

茁壮成长! 

    让我们共同期待着! 

                                      《国际刑法评论》编辑委员会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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