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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评论》（第2卷） 

      

  

    2007年2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秉志和卢建平教授主编、王秀梅教授执行

主编的《国际刑法评论》（第二卷）。该书内容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

办，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协办，贵州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于2006年2月在贵阳举行的“当代

中字体



国际刑法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涉及现代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法治诸领

域的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反恐和反腐这些新问题为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讨。《国际

刑法评论》（第二卷）集中荟萃了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研究论文。 

  

图书内容简介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刑法以其内容的综合性和高度兼容性鲜明地

维护着国际社会法治的进步、和平与发展，国际刑法也因其自身的这一特色而受到世界各国

的广泛重视。然而，近年来，人类在追求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饱尝了各种严重国际犯

罪和跨国犯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境况同样促使国际社会不断改革、更新国际刑事司法

制度，以便尽快适应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需求。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联合国13个反恐

公约的缔结和全球反腐败公约的顺利通过，为有效地惩治与防范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发挥着

重要的职能，相关问题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可谓当代国际刑法领域的一个崭新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绝人寰的大

屠杀在上演历史悲剧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激发了国际刑法的迅猛发展。此后的纽伦堡和

东京审判将国际刑法的发展推上第一个历史发展高峰，并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如个人

刑事责任等。事隔50年之后，前南斯拉夫、卢旺达、乌干达、刚果、中非共和国和苏丹达尔

富尔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再现了人类历史上灭绝种族和危害人类的悲惨画面。为了使人类不

再重蹈覆辙、重历此类狞恶之浩劫，国际社会通过不同方式分别建立了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

特设法庭、东帝汶和柬埔寨特设法庭，以审判那些人类的罪人，但这些法庭终因时间和地理

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充分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让人人享有

正义、让犯罪者不再逍遥法外、结束武装冲突、弥补特设法庭的不足、吓阻未来的战犯， 已

经成为国际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新鲜事物的产生总需要一个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达成共识的过

程。中国作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非缔约国，对《罗马规约》本身存在问题的

研究也逐渐升温，尤其关注的问题是从法理角度分析中国未能批准《罗马规约》的障碍，权

衡中国批准《罗马规约》的利弊。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事法院

项目办公室的学者们数次以国际刑事法院为题举办大中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邀请国內

外专家学者举办论坛，撰写和翻译出版了多部研究成果，在促进国际刑事法院全球发展方面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防范是当代国际刑法领域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议题。恐怖主义

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教、民族纷争、领土争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怖主义不断地制造出

人类历史上的悲剧，接踵而至的美国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2001年)、西班牙马德里

“3．11’’连环恐怖爆炸事件(2004年)、英国首都伦敦的“7．7”地铁站和公共汽车多起恐

怖爆炸事件(2005年)等，给一些国家和人民带来挥之不去的恐惧阴影。这些事件不仅剥夺了

大批无辜者的生存权利，引发金融动荡、社会混乱，进而对国家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等造

成巨大负面影响，还进一步恶化地区乃至世界环境。如何认清恐怖主义对全人类的现实的和

潜在的危害性，如何针对恐怖犯罪这一全球“公害” “对症下药”， 日益成为国际社会迫

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通过举办研讨会、讲坛、撰写和翻译有关国家立法及学

术研究成果，以及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研究咨询报告等方式积极建言献策，与世界人民共同

致力于全球反恐怖斗争。 

    腐败犯罪及其惩治防范是国际社会的另一个关注的新视点。腐败真可谓当前国际社会的

“政治之癌”，更是一个无形的杀手，它的泛滥正在危及社会的稳定和治安，破坏民主和道

德的价值观，危害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2005年10月27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第一项全球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一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

约设立了针对腐败犯罪的预防机制、刑事定罪和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资产追回机制和

履约监督机制，不仅为各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个统一标准，也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遣

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的腐败资产提供了有益的法治经验，有利于中国建立

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腐败预防和惩治体系。专家学者们应当对反腐败议题作出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和研究性成果的贡献。  

    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办，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协办，贵州大学法

学院承办的于2006年2月在贵阳举行的“当代国际刑法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业已圆满地

落下了帷幕。本次研讨会以涉及现代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法治诸领域的国际刑事法院、国

际反恐和反腐败这些新问题为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讨。会议共收到论文42篇。《国

际刑法评论》第2卷正是与会专家学者提交论文的集成。  

    在这本颇具时代特色的文集出版之际，我们要向会议的协办单位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

会，尤其要向会议的承办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向贵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肖中华教授及其所领

导的该院诸多师生，向支持本次会议的马克昌法学基金会，以及为此次会议和本文集作出贡

献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学者们和博士生郑延谱、硕士生赵晨光等同仁，向

热情支持本书出版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表示我们诚挚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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