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代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参赞马新民在国际刑事法院 

第 12 届缔约国大会上的发言 

 

               （海牙，2013 年 11 月 27 日） 

 

 

 

 

 

 

 

 

 

 



主席女士，尊敬的各国代表： 

非常荣幸代表我国在此发言。首先中国代表团对国际刑事法院宋

相宪院长、本苏达检察官所作报告及他们为法院发展所做工作表示感

谢。我们也欢迎法院新的书记官赫尔曼·冯·黑贝尔先生。 

主席女士，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支持建立独立、公正、具

有普遍性和补充性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惩治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

严重的国际犯罪。中方重视国际刑事法院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正

义，惩治国际犯罪，促进国际法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法院成立 11

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也注意到，近来法院对某些案件的调

查、起诉和审理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这不禁使人们反思，国

际刑事法院应如何依照规约履行职责以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问题。中方

愿就此发表以下看法和建议： 

一、尊重国内司法机构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主从关系，切实执行补

充性管辖原则。国家负有惩治国际犯罪，消除有罪不罚，实现司法正

义的首要责任。国际刑事法院不是国家司法机构的“替代品”而是其补

充。国际刑事法院应充分尊重国际司法机构在起诉和审判国际犯罪方

面的优先管辖权，同时，法院应积极鼓励和帮助国家对国际犯罪行使

管辖权，特别是在尊重国家司法主权的前提下协助国家加强其司法能

力建设。这是消除有罪不罚、惩治国际犯罪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 

二、坚持和平与正义并重。和平与正义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两大价

值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国家刑事法院特别是检察官应站



在维护和平和正义共同价值的高度选择情势以及调查和起诉案件。法

院应成为推动司法争议、促进和平稳定的有效工具，片面追求正义或

将正义等同于刑事处罚而忽视甚至牺牲地区和平稳定及民族和解进

程，都有悖于罗马规约的宗旨和原则。同时，在处理和平与正义关系

时，特别当两者存在冲突时，机械地坚持绝对的和平优先或正义优先

都是不可取的，必须从有关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以追求和平和正义

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确定和平或正义的优先方向。只有将追求正义

与维护和平有机的、合理的统一起来，才能最终实现法院服务于人类

福祉的根本目的。 

三、妥处国际刑事法院与安理会关系。国际刑事法院与安理会是

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机构，两者在预防和惩治危及国际和平安全的

严重国际犯罪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

负有主要责任，其向法院提交情势、推迟案件调查和起诉以及认定侵

略行为是其作用的重要体现；而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职责也在于惩治

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国际犯罪。同时，安理会和法院在维护和

平与正义方面也可以相互补充。在多数情况下，安理会主导的预防外

交与法院的执法和司法行为相互间并非排斥，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因

此，法院与安理会应相互尊重各自的职能，在《联合国宪章》、联大

和安理会决议及《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确定的法律框

架内，加强合作，建立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最符合双方的利益。 

四、加强国际刑事法院与缔约国的合作。国际刑事法院是全体缔

约国的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作和成功有赖于缔约国的合



作。作为新生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公信力的建立，

取决于缔约国的共识和认可。最近，国际刑事法院审理肯尼亚领导人

案引发了广泛争议。我们注意到，法院已决定将案件推迟至明年审理，

希望法院重视非洲国家的关切，在规约允许的范围内展示灵活，凝聚

缔约国更多的共识，争取更多国际组织的支持，找到化解难题的办法。

同时中方强调，非缔约国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应得到充分尊重，

不能向其强加合作义务。 

五、平等对待冲突各国和各方当事人。平等是司法正义的内在要

求。各国和冲突各方当事人在国际刑事法院和《罗马规约》面前一律

平等，应受到平等对待。法院应平等地适用法律，在情势提交、案件

的调查、审判、赔偿等各个阶段，不因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任何“双

重标准”和“选择性执法和司法”都有悖于司法正义原则。 

六、兼顾惩罚犯罪与赔偿受害人。惩治严重国际犯罪与赔偿受害

人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两大目标。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既应重视

惩治严重国际犯罪，也应充分发挥赔偿制度在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

面的重要作用。 

主席女士， 

和平、正义和法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中方期望

国际刑事法院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发挥积极作用，希望法院在未来工

作中以实际行动赢得缔约国、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为消除有罪不

罚、打击严重国际犯罪、促进人权和法治做出贡献。 

谢谢主席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