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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姓名：  Silvia Alejandra Fernandez de Gurmendi 
出生日期： 1954 年 10 月 24 日 
国籍：  阿根廷 
 
 

有关能力和经验总结 
 
• 在国际法、人道主义法和人权领域有 20 年的经验。 
 
• 在长达 12 年的时间里，参与并领导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创建过程，包括领导

了详细制定法院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 
 
• 在国际刑事法院刑事诉讼方面具有专业经验。 
 
•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国际刑法教授。 
 
• 在国内和国际上发表了关于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国际刑法的著作。 
 
• 精通并可流利使用法院的两种工作语文。 

 
获得的文凭和称号 
 
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系律师。 
 
法国利摩日大学法律和经济学系公法专业研究毕业证书（硕士）。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系法学博士。 
 
专业活动 
 
阿根廷外交学院毕业生（优等生）（1987-1988 年）。1989 年进入阿根廷外交部。 
 
现任职务 
 
阿根廷外交部人权司司长。 
 
主要的职责包括：代表阿根廷参加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机构的活动；在美洲人权委员

会和美洲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出任阿根廷的代表或代理人；就过渡司法和与防止种族灭

绝和其他国际犯罪有关的问题提供咨询。 
 
早先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经历（1995-2006 年） 
 
为国际刑事法院宪章文件的起草和谈判以及运作机构的设立做出了广泛的贡献。除其

他活动外，主持了法院刑事诉讼程序（《罗马规约》第五、第六和第七部分以及《程

序和证据规则》）的整个国际起草过程。法院成立后，加入检察官办公室，担任特别

顾问和管辖权、互补和合作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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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规约》的谈判（1995-1998 年） 
 

以下列身份领导了谈判进程： 
 
• 刑事诉讼程序工作组主席（1995-1998 年）； 
• 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特设委员会副主席（1995 年）； 
• 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预备委员会副主席（1996-1998 年）； 
• 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全权代表罗马会议全体委员会副主席（1998 年）。 
 
《罗马规约》补充文件的谈判（1998-2002 年） 
 
•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主席（1998-2000 年）； 
•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侵略罪工作组主席（2001-2002 年）。 
 
法院的设立 
 
担任负责法院实际设立问题的“对话者”机制的主席。这个机制于 2001 年由联合国国

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为筹备《罗马规约》的生效而设立。该机制的意图是为东道国

提供一个国际对话者，以处理法院实际成立工作的管理。该机制确定了需要设立的基

本制度，并在人力资源、财务、信息技术、大楼管理、公共信息和法律问题等方面制

定行动计划。它还招聘专门领域中的先期专家小组。“对话者”机制确保了存在一个

基本的基础结构，以接待法院的第一批官员并保护《罗马规约》生效前收到的关于犯

罪的信息。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特别顾问和管辖权、互补和合作司司长（2003 年 6 月 – 
2006 年 12 月） 
 
职责包括：参加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检察官办公室的总体管理；就政策、战略

以及情势和案件的挑选提供咨询；以及监督调查小组。 
 
除其他职责和职能外，负责撰写关于情势和案件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法律报

告；参与撰写法律诉状和参加法官审理的诉讼程序；构建接收和跟进有关犯罪的通信

以及获取合作和司法援助的制度；率领检察官办公室的派出团队前往与正在初步分析

或调查的情势有关的国家领土。 
 
其他有关职务 
 
2000 年至 2003 年，担任以下职务： 
 
• （阿根廷外交部）人权司副司长。除其他职责外，担任国际人道主义法全国委员会

委员。 
 
• 司法部长顾问。 
 
• （阿根廷外交部）副法律顾问。除其他职责外，担任为在国内实施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而设立的全国专家委员会委员。 
 
•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大会第 56/232 号决议成立的国际雇佣军问题专家小组

主席，该小组负责就反对招募雇佣军和提高私营保安公司问责制的措施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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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1994 – 2000 年） 
 
阿根廷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与法律有关的其他机构的会议

代表。在关于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法问题的多个谈判小组和委员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其中特别包括作为成立国际刑事法院进程的一部分而创建的小组和委员会（前面已有

详细介绍）。除其他职能外，担任第六委员会报告员以及负责草拟《联合国人员和有

关人员安全公约》的联合国特设委员会副主席。 
 
阿根廷外交部法律司法律干事（1989 – 1994 年） 
 
学术经历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国际刑法教授（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课程）。 
 
巴勒莫大学前国际刑法教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 
 
语言 
 
西班牙语： 母语 
法语：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法国语言和文明毕业证书。 
英语：  联合国“语言水平证书”。 
德语： （基础德语），阿根廷哥德学院“Deutsch als Fremdsprache”证书。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和相关问题的出版物 
 
• “The Legal Status of UN Peacekeepers in the Field: Security and Safety/Criminal and 

Disciplinary Law”,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 
1995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Nederlandse 
Vereniging voor Internationaal Recht, T.M.C. Asser Instituut,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 “Elementos para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eficaz e 

independiente”, Revista del Instituto Inter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 Costa Rica, 
Nr. 23, enero-junio 1996. 

 
• “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en Roy S. Lee (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Making of the Rome Statute, Issues, Negotiations, Result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Hague/London/Boston, 1999. 

 
• “The Criminal Procedures - The Negotiating Process”, Roy S. Lee (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Making of the Rome Statute, Issues, Negotiations, Result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Hague/London/Boston, 1999. 

 
• “Iniciativa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combatir el terrorismo internacional”, Revista del 

Institu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Universidad de la Plata, Año 9, Nr. 17, Junio-
Noviembre 1999. 

 
• “La creación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Revista del Institu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La Plata, Año 9, Nr. 19, Junio-Noviembr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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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en CICR, Adaptación de la Legislación Interna para la 
sanción de las infracciones cont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Informe de la 
Reunión de Expertos de Países Iberoamericanos, Madrid, 10-12 de marzo de 1999, 
Madrid/Bogotá 2000. 

 
• The Elements of Crimes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 Lee (ed.), associated editor with H. Friman, H. von Hebbel and D. 
Robinson,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2001. 

 
• “The Elaboration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The Elements of Crimes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2001. 

 
• “Definition of Victims and General Principle”, The Elements of Crimes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2001. 

 
•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NPWJ, Rome, 2001. 
 
• “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hallenge to impunity, M. Politi and G.. Nessi (eds.), Ashgate-Dartmouth, 
Aldershot/Burling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ingapore/Sidney, 2001. 

 
•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ith H. 

Fri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stituut Asser, The Hague, 2001. 
 
 
• “El acceso de las víctimas a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a Casa de las Américas, Madrid, 2002. 
 
• “The Working Group on Aggr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Twenty-Fifth Memorial Issue, The 
E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eparations and Commentary), March 2002. 

 
• “El Estatuto de Rom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Extensión de los crímenes de guerra 

a los conflictos armados de carácter o internacional y otros desarrollos relativos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Revista Lecciones y Ensayos, Argentina, 2004. 

 
•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From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to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and Beyond: An insider’s view”, M. Politi 
and G. Nessi (ed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Ashgate, 2004. 

 
• “National Report (Argentina), The Rome Statute and Domestic Legal Orders”, Claus Kress, 

Bruce Broomhall, Flavia Lattanzi, Valeria Santori (eds.), Constitutional Issues,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 Volume II,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4. 

 
•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and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ith Hakan Friman), José Doria, Hans-Peter Gasser, Cherif Bassiouni (eds.), The Legal 
Regi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Igor 
Blischchenko,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