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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秘书长谨向大会提交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总部设有常驻观察员代表团

的非会员国提名的候选人简历，供选举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

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审案法官之用。这次选举提名

的候选人名单和大会遵循的投票程序载于秘书长的备忘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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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简历 
 

  坦维尔·巴希尔·安萨里(Tanvir Bashir Ansari)(巴基斯坦) 

  11 Civil Lines, Shami Road, Rawalpindi, Pakistan 

  电话：+92 51 558 4622 

 

出生日期： 1943 年 6 月 26 日 

婚姻状况： 已婚 
 

学历  

1967 年 巴基斯坦拉合尔旁遮普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66 年 巴基斯坦拉合尔旁遮普大学，法学士 

现任职务  

2001 年至今 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法院法官 

 撰写许多判决书，在高等法院担任分庭法官和合议庭法官，

在巴基斯坦主要法律刊物上得到广泛的报道。另外也担任高

级法院选举法庭和问责制法官。 

 2001 年至 2002 年被任命为巴哈瓦乐讷格尔区审查法官。 

以前的工作经历 

1998 年 4 月至 

2001 年 4 月 

巴基斯坦高级副总检察长 

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邦政府就对公众具有重要性

的宪政事项出庭巴基斯坦 高法院。向联邦政府各部、各司

及相关部门提供关于民事、刑事、商业及宪政事项的法律咨

询意见。作为副总检察长，在巴基斯坦所有法院和法庭具有

优先出庭申诉权。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代表当时巴基斯坦

责任制委员会出庭 高法院审理案件。 

1989 年至 2001 年 巴基斯坦 高法院法律顾问 

1972 年至 2001 年 巴基斯坦高等法院法律顾问 

1968 年至 2001 年 地区法院法律顾问 

 作为私人法律从业人员和巴基斯坦副总检察长从业达 33年，

并在巴基斯坦法院和法庭中审理了各种审判、上诉及其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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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裁判的重要案件。为一些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以及注册工

会担任法律顾问。 

已担任的职务  

1996 年至 2001 年 律师学院和讲习班创始成员及主席，这是设在巴基斯坦拉瓦

尔品第自筹资金的学院，以便向新的法律毕业生和年青律师

提供在民事、刑事和商业法律等领域中的实际培训。 

1998 年至 2000 年 高法院律师协会辅助秘书 

1997 年至 1998 年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律师协会主席 

出席的专题会议  

2000 年 参与讨论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人民检察院与巴基斯

坦伊斯兰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之间合作协定》，以便促进

这两国之间检察机关的合作。另外，2006 年，接待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率领的代表团。 

1999 年 作为巴基斯坦副检察长，出席在中国北京由国际检察官协会

举办的第四次关于舞弊和腐败问题的年会。在关于向专业检

察机构人员提供培训所举行的讨论会和讲习班中发言，并在

检察理论，尤其是关于白领犯罪和网络欺诈等方面进行研

究。 

1999 年 参与国际律师协会主席 Klauss Bolhoff 和执行主任 Paul 

Hoddinott 与巴基斯坦总检察长举行的关于消除法庭外谋杀

疑虑问题所举行的讨论。 

1997 年 出席 1997 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举行的第六次南盟律师会议，

并积极参与会议讨论的专题，尤其是司法能动主义、必要性

和范围；南盟区域刑事司法；南盟区域打击洗钱活动，妇女

解放，虐待儿童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1996 年 出席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六届法学家会议。 

曾经提交的论文  

 曾经提交关于下列主题的论文：纠问式与对抗式审判制度，

争端的替代解决办法，舞弊和腐败以及白领犯罪等。 

语言 

英语、乌尔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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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尔维尔·贝尔德（Melville Baird）(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5 Trinidad Crescent, Federation Park, St. Clair 
 

 

电话： 622-5064 

年龄: 65 岁 

婚姻状况： 已婚 

职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司法部高等法院法官（已退休） 

2005 年 3 月 退休 

1993 年至 2005 年 3 月 高等法院法官。自 1948 年以来第一位治安法官从治

安法院直接任命为高等法院法官。 

 高等法院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高司法行政法院的

一个分支，进行刑法和民法审判。审理和判决叛国和

其他严重刑法案件属于其刑法审判权权。 

 作为高等法院法官，与陪审团共同开庭审判有一个和

多个被告的、涉及以下罪行的严重复杂的刑事案件： 

 谋杀——在担任高等法院法官的任期内，审判的多数

谋杀案由预谋杀人案组成。谋杀案定罪后，均依法判

处死刑。 

谋杀未遂——定罪后均判处终身监禁或有期徒刑。 

过失杀人——定罪后均判处终身监禁或有期徒刑。 

强奸——包括群奸；定罪后均判处终身监禁或有期徒

刑。 

乱伦及及其它性犯罪、持有麻醉品和为贩运之目的持

有麻醉品（包括申请没收贩运毒品的收入）、绑架、

入室盗窃罪、伪造罪（包括造假币）、盗窃罪、诈骗

罪、和密谋犯罪（包括密谋杀人），射击试图伤人、

持有枪支弹药、纵火（包括焚烧城市商业用房）。上

述罪行定罪后，判处十年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作为高等法院法官，对高等法院审理的所有可起诉案

件行使审判权。 

还主持休·伍丁法学院的模拟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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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至 1993 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席治安法官。 

治安法官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对其简易审判权内的

法律和事实作出判决：例如盗窃、伤害、意图伤害。

他还担任小额民事纠纷法院的法官进行民事审判。 

作为首席治安法官，主持即决审理即决案件和可起诉

案件。对可起诉罪行进行预审，以便在认为一案件应

得到法官和陪审团审判时将其转交高等法院。除其他

外，这包括对谋杀、谋杀未遂、强奸和其他性犯罪、

入室盗窃、密谋、射击试图伤人、为贩运之目的持有

麻醉品——所有可起诉案件——的预审。我主持审理

引渡诉讼程序（包括对毒品贩运者的引渡诉讼程序）。 

作为首席治安法官，还担任验尸官对非自然死亡的原

因和状况进行审问，并对此作出判决。 

作为首席治安法官，还行使专属管辖权审理根据《赌

博和博彩法》提出的申请。 

除司法职能之外，作为首席治安法官，还行使行政职

能。负责整个治安官法庭的行政工作，并全面监督全

国各治安区的所有治安法庭和两百左右工作人员的

工作。作为行政职务的一部分，兼任整个治安官法庭

的会计主任。作为首席治安法官，向包括警察在内的

各种公共机构讲授法律。还主持休· 伍丁法学院的

模拟审判。 

1982 年至 1988 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高级治安法官 

除了审理根据《赌博和博彩法》提出的申请和引渡诉

讼外，在司法职能方面与上述作为首席治安法官的职

能相同。 

作为高级治安法官，还负责被任命的治安官法庭行政

工作，并作为开庭审理许可证期间的庭长主持审理工

作。 

1970 年至 1982 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治安法官 

除了没有主持审理许可证的法庭之外，司法职能与上

述高级治安法官的职能相同。 

1967 年至 1970 年 作为辩护律师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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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成为中殿律师学院荣誉律师会成员。 

获得辩护律师学位。 

（在通过律师 后考试后，为皇家海关（Kings Beam 

House, Mark Lane，伦敦）工作约九个月，之后返回

特立尼达。） 

1962 年至 1965 年 中殿律师学院法学院学生。 

1958 年至 1962 年 西印度政府群岛联邦政府。 

1. 西印度群岛联邦政府国务委员会文书。（将联邦政

府各部长的保密备忘录编纂成册供国务委员会审议

和批准；为国务委员会会议准备议程；向国务委员会

成员秘密分发由国务秘书编写的国务委员会会议记

录。）——总督办公室，St.Anns。 

2. 密码文书（破解伦敦殖民部向总督发来的秘密、

秘密私人及绝密电报的密码，并破解总督给予伦敦殖

民部发出的类似绝密电报的密码）——总督办公室，

St.Anns。 

3. 在西印度群岛联邦内阁担任文书工作。（编纂联邦

部长的保密备忘录，供联邦内阁成员审议和批准；为

内阁会议准备议程；向联邦内阁成员秘密分发由内阁

秘书编写的联邦内阁会议记录）——联邦大厦，西班

牙港。 

4. 密码文书。（破解由各联邦领土政府向联邦各部发

来的电报密码，并将联邦各部发给各联邦领土政府的

电报编制密码；准备和分发外交邮袋）——联邦大厦，

西班牙港。 

5. 密码文书。（除了与上文第⑵段的工作相同之外，

还负有其他责任）——总督办公室，St.Anns。 

1951 年 9 月至 1957 年 剑桥大学法蒂玛学院 

1957 年获得毕业证书。 

获得议会奖学金。 

获得校长颁发给 杰出学生的奖杯。 

爱好 古典音乐，阅读（历史，天文，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

等）。 

 



 

 9
 

 A/59/888

F.G. 博迪安 (F.G.Bauduin)（荷兰） 

Meester Reijnstlaan 9 

1181 PR Amstelveen/The Netherlands 
 

 

 

工作地址 Court of Justice Amsterdam 
Room：C.2.12 
P.O.Box 84500 
1080 BN Amsterdam 

电话： 0031-20-5412105/2111 
传真： 0031-20-5415167 
电子邮件：  f.bauduin@amsarr.drp.minjus.nl 

出生日期 1946 年 8 月 12 日 

婚姻状况 已婚，育有三个子女 

 

工作经历 

2004 年 国际法官协会荷兰代表团成员。 

 担任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刑事庭负责协调和监督的

副院长，处理财政和经济诈骗案件国际方面问题（避

税/洗钱），并处理涉及国营公司总经理的案件。另

外，担任法庭庭长，负责刑事庭的所有职责，包括

重大案件。 

 在法院刑事庭中负责咨询和培训法官。 

2003 年 国际法官协会荷兰代表团成员。 

2003 年 8 月 担任阿姆斯特丹法院刑事庭负责协调和监督的副院

长（第一小组）。专门负责（股票交易）和财政诈骗

案。此外，担任合议庭庭长，并负责刑事庭的所有职

责，包括重大案件。 

2000 年至 2003 年 5 月 作为第一小组组长，担任阿姆斯特丹法院刑事庭负责

协调和监督的副院长。专门负责（股票交易）诈骗案。

此外，担任刑事庭庭长，负责所有职责，包括重大案件。 

2000 年至 2003 年 5 月 作为第一小组组长，担任阿姆斯特丹法院刑事庭负责

协调和监督的副院长。专门负责（股票交易）诈骗案。

此外，担任刑事庭庭长，负责所有职责，包括重大案

件。 

mailto:f.bauduin@amsarr.drp.minju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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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职责  

 

作为阿姆斯特丹刑事庭副庭长，在庭长缺席期间代理庭长职务。 

 - 担任刑事庭三个法官小组主席（共有 46 名法官）。 

 - 经协商之后任命开庭轮值人员。 

 - 法院/检察官/中央任命局协商小组主席。 

 - 法院/检察官/协商会，以及法院/律师协会/检察官协商会议的与会者。 

1999 年至 2000 年 阿姆斯特丹法院副院长。刑事庭中的一个合议庭庭

长，另外也处理重大案件，并兼任治安法官。 

 另外，一直到 2003 年年底负责刑事部门的咨询和法

官培训工作。 

1997 年至 1999 年 海牙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职能：受害者和证人股股长。负责出庭证人的安全、

咨询和支助。起草、编写和实施与证人有关的准则及

通告。与联合国会员国进行谈判，协商在保护证人范

围内临时或永久居留的协议。管理该部门及其预算和

预算管制。 

1994 年至 1997 年 阿姆斯特丹法院副院长。作为破产庭和民事上诉分庭

庭长在民事庭中工作。 

1991 年至 1994 年 担任阿姆斯特丹法院副院长（1988年11月任命）。在刑

事庭担任合议庭庭长，并负责刑事庭的所有诉讼程序。 

1984 年至 1988 年 荷属安的列斯和阿鲁巴高等法院法官，该法院设在库

拉索。 

1981 年至 1984 年 阿姆斯特丹法院法官，在刑事庭负责民事审理工作。 

1973 年至 1981 年 在马斯特里赫特和阿姆斯特丹法院接受司法工作的

培训。 

1977 年至 1979 年 在阿姆斯特丹担任律师。 

1967 年至 1973 年 格宁罗根大学。 

1965 年至 1967 年 服兵役。 

与专业有关的其他活动  

1989 年 医疗纪律惩戒委员会副主席（现为区域委员会），阿

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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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荷兰皇家滑冰协会纪律惩戒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社会工作  

2001 年 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公共服务基金会成员（创建于

1812 年）。 

1992 年至 2000 年 基督教中学教育基金会委员会成员。 

1988 年 促进公共利益基金会主席（创建于 1787 年）。 

1988 年 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图像艺术基金会主席。 

1978 年至 1980 年 阿姆斯特丹青年律师委员会成员。 

2004 年 在全国律师协会关于法院辩护方法会议上作开场白

发言。 

 国家重大案件中心咨询小组成员，并在该中心培训班

上发言。 

2002 年 2001 年管理发展培训班（荷兰司法机构培训学院）。 

2001 年 开发计划署与国际法律合作中心在摩尔多瓦举办的

关于人权研讨会上作开场白发言。 

2002 年 在前南问题国际法院为律师开设的培训班上作开场

白发言。 

2000 年 欧洲联盟委员会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

坦培训法官的国际委员会成员。 

1998 年至 1999 年 开发计划署与国际法律合作中心在摩尔多瓦为司法机

构工作人员举办的有关人权讲习班上作开场白发言。 

1998 年 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管理讲习班。 

1996 年至 1997 年 欧洲委员会举办的关于加强摩尔多瓦司法机构前景

问题国际委员会成员。 

1998 年 关于战争罪行法培训班上作开场白发言。 

1995 年 斯洛伐克赫尔辛基委员会。 

阿姆斯特丹法院  

1990 年 艺术委员会成员。 

1995 年 阿姆斯特丹法官组成的话剧团共同创始人和演员。 

1995 年 法庭中几个委员会的成员，法官征聘和晋升咨询小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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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至 1995 年 荷兰司法机构培训学院为培训司法工作人员举办的

关于主持合议庭培训班和刑事法庭培训班作开场白

发言。 

 

语言 
 

英文、法文、德文  

粗通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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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恩卡洛·罗伯托·贝莱利(Giancarlo Roberto Bellelli)(意大利) 
 
 
 

出生日期： 1957 年 9 月 19 日 

 

学历 
 

大学  

1977-1982 年 那不勒斯大学法学博士。 

中学  

1976 年 罗马圣朱塞佩·德梅罗德中学。 

 

研究生教育、培训和资历 

1987 年 罗马律师协会，执业律师。 

1983-1984 年 罗马公共行政高级学院。 

1985 年 海牙国际法学院。 

1985 年 警长。 

1989-1990 年 

2000-2005 年 

高司法委员会举办的关于国际法、有组织犯罪和公共管理的

讲习班。 

1997 年 被任命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法律助理。 

2001 年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27 名审案法官候选人。 

2005 年 哈里里总理及其他人遇害事件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首

席法律顾问聘任通知。 

 

履历 
 

2002 年至今 都灵军事法庭庭长，担任各分庭审判长及法庭的行政首长。都

灵军事法庭目前正在进行的审理主要包括若干危害公共行政的

严重罪行，以及1944 年在意大利北部所犯的战争罪，尤其是因

1944 年 12 月灭绝平民被起诉的前纳粹军官舒伯特上尉。 

1997 年至今 意大利外交部法律司国际刑法法律专家。 

就国际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有关条

文，并参加在国际论坛举行的谈判；以及对国际刑事司法文书

的执行措施提供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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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负责意大利外交部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和倡议：研

究、拟订提议并起草有关文件, 出席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欧盟）

范围内的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其他文书的规

定。 

 在这方面，尤其： 

 - 起草了意大利关于欧盟对国际刑事法院问题共同立场

的提案，该共同立场其后于 2001 年 7 月经欧盟理事会

通过； 

 - 作为意大利外交部特使，参加了赴东京的双边评估团

（2001 年 11 月），评估团结束之后，提议在日本设立欧

盟专家合作团，以促进加入和执行国际刑事法院《规

约》。该提议于 2002 年 12 月执行，并于 2004 年 12 月

得到加强； 

 - 起草了意大利关于《规约》及《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

免协定》的实施法； 

 - 在意大利担任欧洲联盟主席的六个月期间（2003 年 7

月至 12 月），担任欧盟理事会国际公法工作组/国际刑

事法院分组的轮值主席； 

 - 现任意大利国际刑事法院协调中心，该协调中心是依照

欧盟国际刑事法院行动计划建立的；在担任欧盟理事会

国际公法工作组/国际刑事法院分组主席期间起草了这

项行动计划。 

 1999 年以来，在外交部经常提供咨询意见并与政治办公室合

作，主要处理与军备控制、恐怖主义和腐败等问题，尤其是预

防犯罪。 

1998-2002 年 罗马执刑法庭军法上诉法官，负责在判决确定后执行刑罚，监

督监禁制度并按照处刑法提供福利。对因 1944 年在罗马所犯

战争罪被判无期徒刑的人，负责执行其刑期。 

1992-1998 年 维罗纳军事法庭军法官。担任预审法官，按照《军事刑法》对

各项犯罪进行审判，监督对意大利东北部军事罪行的调查；对

检察官的请求（即羁押、逮捕和搜查的请求）作出裁定，以及

对初步审讯作出裁定。该项职责还包括监督几起关于 1944 年

在意大利北部所犯战争罪的调查，尤其是对因 15 项谋杀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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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并被法院判处终生监禁的乌克兰囚犯塞弗特的调查，此人曾

在纳粹营担任看管头目。任预审法官时还对涉及 167 名军事人

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了大审判。 

同一时期，还经常在维罗纳、都灵、拉斯佩西亚和巴厘各法庭

担任审判法官，并担任维罗纳上诉法院上诉法官。 

1989-1992 年 卡拉布里亚行政区帕尔米法庭副检察官。在犯罪率高的地区

（卡拉布里亚行政区）调查严重罪行，领导警察开展调查，对

有组织犯罪（主要是黑手党组织）进行刑事调查和其他诉讼程

序，并在各级法院（普通法院、重罪法院和上诉法院）对 严

重罪行提出起诉。作为检察官，在调查黑手党一类的组织及有

关罪行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包括谋杀、绑架、腐败、

欺诈、跨国武器和毒品贩运等罪行。还有一些其他调查涉及各

种各类的严重白领罪行，如性犯罪。在“大案”中经常使用复

杂的调查技术，并往往进行起诉。此外，并经常负责一切有关

犯罪预防和检察署管理的问题。 

1988-1989 年 罗马军事法庭助理军事检察官和法官，协助副军事检察官对触

犯军法者进行调查和起诉；在审讯期间协助分庭庭长工作并起

草判决书。 

1985-1988 年 罗马财政部法律顾问，确保地方法律符合国家宪法，并向总理

办公室提供咨询意见。 

专业经历和资格  

1997 年至今 意大利政府参加关于国际刑法的国际会议和有关文书谈判的

代表，例如： 

 (a) 国际刑事法院。积极参加所有主要会议：1998 年关于设

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外交会议；联合国预备委员会为通

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执行文书举行的所有十届会议

（1999-2002 年）；缔约国大会（2002-2004 年）； 

 还参加多次初步会议（1997 年于波恩），所有闭会期间的

正式会议（1999 年于巴黎，2000 年于锡拉库萨，2002 年

于海牙），以及若干其他有关会议（例如关于建立国际刑

事律师协会的会议：2001 年于蒙特利尔，2002 年于巴黎，

2003 年于柏林）和讨论会或其他活动（例如 2001、2002

和 2003 年于罗马，2002 年于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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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任命担任若干国际会议的主席（例如 2000 年 3 月 15

日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保

护被害人”问题工作组；2001 年 2 月 2 日和 3 日在布达

佩斯举行的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家委员会和其它国

家机构的第二次欧洲会议“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家委

员会在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的作用”讲习班）； 

 其他很多活动中作为专门小组成员发言或阐述正式报告； 

 (b) 《关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巴勒莫公约》（维也纳，

1999-2001 年）； 

积极参加关于起草主公约及其三项附加议定书的维也纳

谈判； 

由于以前在有组织犯罪活动方面的犯罪预防和执法的司

法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特别是在调查黑手党一类的

犯罪组织（尤其是非法贩运火器）方面，因此被任命出席

关于《管制火器议定书》的所有谈判； 

在这方面，作为若干专家小组的成员参加了有关此一问

题的国际会议（例如 2000 年 2 月 2 日和 3 日在东京举行

的“《管制火器议定书》讨论会”；2001 年 2 月 15 日和

16 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火器标识技术讲习班“起诉的行

动展望”），并出席了欧盟和 8 国集团的所有协调和筹备

会议； 

 (c)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参加公约起草特设委员会谈判的

代表（2002 年至 2003 年于维也纳）及出席梅里达会议代

表； 

 (d)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修订议定书（2002 年至 2003

年于斯特拉斯堡）； 

 (e) 欧洲委员会《预防恐怖主义公约》（2004 年至 2005 年于

斯特拉斯堡）； 

 (f)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废除任何情况下的死刑

的第 13 号议定书（2001 年至 2002 年于斯特拉斯堡）； 

 (g) 欧洲各国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会议（2000 年于布鲁塞

尔，2001 年于布达佩斯，2002 年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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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意大利国家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的成员，代表该委

员会向各次会议作报告，担任工作组主席，并出席其他国

际组织的会议（例如 2001 年的欧洲委员会会议）。 

2005 年至今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顾问（2005 年 1 月任命），负

责就“加强国际合作打击非法贩运和为犯罪目的使用化学、生

物、辐射或核物质与武器”项目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2000-2001 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 年 5 月 5 日决议所指定的专家小组专

家，该小组的任务是，编写关于犯罪分子非法制造、贩运和为

犯罪目的使用爆炸物情况的研究报告。 

1998 年至今 外交部参加联合国、8 国集团、欧盟和欧洲委员会各委员会、

工作组及会议的代表，例如： 

- PESC/COARM、德国信息技术国家研究中心、8 国集团和

联合国关于火器问题的会议； 

- 欧盟理事会各委员会：国际公法工作组；国际公法专家；

危机管理的民事问题委员会；危机管理中的法治； 

- 欧洲委员会：人权发展（1998-2005年）；改进保护人权

程序(2000年)；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2002年）；恐怖

主义（2000年）；恐怖主义问题多学科小组（2001-2002

年）；恐怖主义问题专家（2003-2005年）；保护证人和司

法协作（2004-2005年）；特别调查技术（2004-2005年）； 

- 阿富汗法治问题华盛顿研讨会(2003 年 2 月)，司法培训

问题报告员。 

1999-2003 年 如下国家委员会和工作组有的成员： 

 - 1999 年至今：外交部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 

- 2002-2003 年：司法部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委员会，以及之前 1999 年至 2002 年期间设立的两个特

设工作组和两个委员会。 

- 1999-2000 年：司法部刑事诉讼法国际文书执行委员会。 

- 2003-2004 年：司法部批准和执行欧洲委员会 2001 年

《网络犯罪公约》国家委员会。 

- 2002-2003年：司法部批准和执行2000年《制止跨国有组

织犯罪巴勒莫公约》及其三项附加议定书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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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2-2003 年：司法部批准和执行 1995 年《欧洲引渡公

约》和 1996 年《欧洲法律互助公约》工作组。 

 - 2002-2003 年：司法部批准和执行 1997 年《制止恐怖主

义爆炸公约》和 1999 年《制止资助恐怖主义公约》工

作组。 

1999-2004 年 举行国际刑法问题的演讲、讲座和联络活动，推广介绍国际刑

事司法、国际人道主义法、恐怖主义和保护文化财产等问题。 

通晓语文  

意大利文：母语  

英文：精通  

法文：精通  

 

著作 

 - “Codice delle Convenzioni internazionale e della legislazione 

italiana sul terrorismo” (Code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aw on 
Terrorism), edited by Istituto Poligrafico dello Stato and Editoriale 

Scientifica, 2003. 

 - “Codice della giustizia penale internazionale” (The Cod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edited by Editoriale Scientifica, 

2005 (forthcoming).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risprudence, 2001. 

 -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risprudence, 

2002. 

 - “The Protocol No. 13 additional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risprudence, 2002. 

 - “The Firearms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risprudenc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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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 Corte penale internazionale ed il Consiglio di Sicurezza delle 
Nazioni Unite nella prospettiva della Risoluzione 1422 e del suo 

rinnov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lution 1422 and of its 

roll-over), La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Editoriale Scientifica, 2005 
(forthcoming). 

 - “L’adattamento allo Statuto della corte penale internazionale: lo 
stato dei lavori” (State of the Ar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CC 
Statute), diritto Penale e Processo, 1299, n. 10/2003. 

 - “Itali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and related 

constitutional issues”, in Roy Le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rofili operativi del rapporto tra la Corte penale internazionale 
e la sua Assemblea degli Stati Parte”, in La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2005 (forthcoming). 

 - “I crimini di guerra nella prospettiva della giustizia penale 

internazionale e della legislazione italiana” (War crim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of Italian 

legislation), in La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2005 (forthcoming). 

 - Press articles in Italia Oggi (newspaper specialized in economics and 

law): 

  25 September 1991: “Le molte debolezze dell’unità investigativa 
interforze” (Shortcomings in the Interforce Investigative Unit)； 

  5 October 1991: “Contro la delinquenza organizzata non c’è 
alternativa ai maxi — processi” (No alternatives to “mega cases”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3 February 1992: “Le zone d’ombra del provvedimento” (Shadows in 
the act)； 

  3 March 1992: “Età pensionabile dei magistrati: un decreto che 
fa discutere” (Retirement limits for judges and prosecutors: a 
controversia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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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沙克·奥斯曼·贝洛（Ishaq Usman Bello）（尼日利亚） 
 

出生地点和日期：1956 年 1 月 5 日，尼日利亚卡杜纳州扎里亚 

部落：   豪萨族 

宗教：   伊斯兰 

国籍：   尼日利亚 
 

 

学历 

1. 所上过的学校 

 (a) 1965 年至 1970 年，扎伊尔 WUSASA 的 ST.- BARTHOLOMEW 小学 

 (b) 1971 年至 1972 年扎伊尔 Jukun 小学 

获得毕业证书 

2. 1972 年至 1976 年毕业于 Katsina 公立高中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 

3. 1976 年至 1979 年扎伊尔文学、科学与技术学院 

获得毕业文凭 

4. 1980 年至 1982 年扎伊尔 Ahmadu Bello 大学 

获得民法法学士 

5. 1983 年至 1984 年尼日利亚拉格斯法律学院 

法学学士 

6. 1994 年获得尼日利亚高级法律进修学院证书 

获得民事诉讼程序的毕业证书 

工作经历 

1. 埃多州司法部全国青年事务处。 

 工作性质：1983 年至 1984 年参与由公诉主任领导的刑事检控 

2. 在尼日利亚索科托州的 Umar Yabo & CO.法律事务所任职。 

工作性质：参与处理许多原告或被告律师的案件，从 1984 年 6 月至 11 月，

大部分案件涉及刑事 

3. 省级律师——卡杜纳省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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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性质：1984 年 11 月至 12 月在检察官司担任刑事诉讼律师 

4. 1985 年 1 月 3 日任命为治安法官。 

我一直希望担任法官，作为治安法官，我在卡杜纳州司法机构各司法部门任

职， 后担任首席治安法官 

工作性质：由于多年来工作的特殊性质，我参与了大部分属于刑事案件的裁

判。我一直担任治安法官至 1995 年 12 月。 

5. 1995 年 12 月，任命为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 高法院副首席治安法官。 

工作性质：行政工作。 

6. 1996 年 12 月，任命为阿布贾联邦首都高等法院法官。 

工作性质：根据原先我作为治安法官处理刑事案件的记录，被任命为夸利高

等法院首位法官，因为该地区刑事案件集中。作为高等法院法官，我处理的

大部分案件为刑事案件。事实上，我的特别工作安排包括如下： 

获奖情况 

1. 尼日利亚治安法官协会终身成员，曾分别两年连续担任该协会主席。 

2. 尼日利亚行政管理学院会员 

爱好 

1. 骑马 

2. 旅行 

3. 阅读 

推荐人 

1. 尼日利亚首席法官 

 M．L．Uwas Gcon 法官 

2. 阿布贾联邦首都首席法官 

 L．H．Gummi 法官 

3. 尼日利亚卡杜纳州首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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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纳瓦兹·乔汉（Ali Nawaz Chowhan）（巴基斯坦） 

家庭地址： Post Box No.6,GPO, Rawalpindi, Pakistan, 
 电话：（9251）5590410 

目前地址： Lahore Higt Court， Lahore, Pakistan 
 电话：（9242）9212951-66,分机 149 
 住所：（9242）9200777，（9251）5590410， 
 手机：0300-9496782 
 电子邮件：Chowhan2@hotmail.com 

现任职务  

高等法院法官 
（1999 年至今） 

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法院法官。裁决数百个谋杀案

件、刑事上诉、民事案件、公司案件/商业案件及商

标案件，获得了具有多种才能的声望。 

 通过大胆或旁征博引的判决裁决了对政客和官僚提

出的国家问责制案件。得到全国法律刊物所报道。 

 通过案例法在伊斯兰法理所涉及的领域中作出贡献。

其中包括诽谤案件， 著名的案件是“Muhammad 
Mehboob 诉国家”（PLD 2002 Lahore 587）。在该案件

中，被判罪者获得释放。 

 通过案例法扩大现有的刑法法理（1999 年至 2005 年

期间，法律刊物报道了其中许多案件）。 

 宪政事件中判决书的“判决理由”旨在建立政府自由

斟酌权，注意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减少政府与公民之

间的信用差距，这些理由均受到欢迎和采用。 

 在人权事件方面，总是采取特殊的措施使得受害者能

够迅速得到补偿，而不论所涉及的问题。全国日报（包

括“DAWN”日报）都对作出的裁决表示赞赏。 

㈠ 1997 年至 1999 年在

巴基斯坦不同重要区

域担任地方法官和开

庭法官。 

在一个主要的地方法院担任审判法官约达二十年，在

谋杀案和民事案件中具有初审管辖权。在担任审判法

官期间，审理了数百个谋杀案件和重大罪行案件，以

及民事案件。 

㈡ 旁遮普邦政府法律与

议会事务部秘书。 
 

除其他外，这项工作包括向政府提供法律问题的咨询

意见，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诉讼程序，并监测议会事

务和人权问题。 

mailto:Chowhan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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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旁遮普邦公务员法庭

庭长，拉合尔。 
这项工作包括审理公务员关于其服务条件的上诉。 

㈣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联

邦监察专员秘书处联

席秘书。 
 

审判了 3 000 多个涉及公务员“管理不善”的案件，

包括侵犯人权，并向联邦政府提出补偿措施。 

㈤ 政府学院（现为拉合尔

大学）理事机构成员。 
国家教育研究所。 
 

㈥ King Edwards 医学

院，拉合尔 
医学院。 

㈦ 国籍 巴勒斯坦 

学历：  

1． 法学士 旁遮普大学，学业名列前茅 

2． 沙利亚和法律毕业证书 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沙利亚和法律研究所 

3． 沙利亚和法律毕业证书 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Munawara 国际伊斯兰大学 

4． 沙利亚和法律毕业证书 沙特阿拉伯麦迦 Jamia Ummal Qura 

5． 行政法律的培训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6． 在职培训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司法学院 

7． 在职培训 拉合尔国家公共行政管理学院 

8． 在职培训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联邦司法学院 

9． 在职培训 巴基斯坦内阁庭 

10． 在职培训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1． 
 

行使司法和毒品管制

毕业证书 
曼谷技术与经济合作部和日本国际合作署 

12． 
 
 

亚洲开发银行与美国

哈佛大学及世界银行

共同举办的关于担保

文件的研讨会 

1999 年 10 月，马尼拉 
 
 

13. 获选为托马斯·杰斐

逊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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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00 年 5 月至 6 月期

间，经美国政府邀请，

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各地研究“替代争端

解决制度” 

美国 
 
 
 

作为学者/托马斯·杰斐逊研究人员进行访问，并进行教学和其他任务 

1．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纽约，1999 年应邀，原先曾在 1990 年和 1994
年应邀 

2． 杜克大学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3． 
 

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出

席纪念美国《宪法》

诞生 200 周年会议 

作为美国政府的客人，宣读关于美国《宪法》的论文 

4． 中东和南非研究 瑞典隆德大学 

5． 法学系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6． 马普萨拉大学 瑞典马普萨拉大学 

7． 
韦克舍大学商业行政

管理系 
瑞典韦克舍大学 

8． 哥德堡大学 瑞典哥德堡 

9． 
 

法律系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教授国际法/法
律哲学、证据法律达 7 年之久（晚上课程）） 

10． 公务员学院 巴基斯坦拉合尔 

11． 联邦司法学院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12． 法官和法律高级讲师 东非乌干达坎帕拉 

13． 公共研究学院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14． 英国议会专员 联合王国伦敦威斯敏斯特，Smith st.,Church House Gt. 

15. 法律事务监察员 联合王国曼彻斯特 

16． 安大略省监察员 125 Queen Park,加拿大多伦多 

17． 枢密院 伦敦唐宁街 

18． 
 

联合王国伦敦大学东

方研究学院 
应邀作为南亚研究中心法律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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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

大学 
两次应邀就“伊斯兰法律和开明的世界办法”和“协

调民事和伊斯兰法”作讲座 

一般情况  

1． 政府关于“便宜和迅速司法”委员会成员 

2． 应瑞典监察员邀请担任学者 

3． ㈠ 联合王国国际律师协会成员 

 ㈡ 拉瓦尔品第律师协会成员 

 ㈢ 拉合尔高等法院律师协会成员 

 ㈣ 伊斯兰堡法律协会成员 

 ㈤ 拉瓦尔品第 Taxila 大学 

 ㈥ 拉瓦尔品第 Fatima Jinnah 妇女大学理事会成员 

4． 作为地方法院法官担任人权办公室主任 

5． 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麻风病人协会副主席 

6．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天主教教区顾问 

7． 全国音乐协会成员 

8． Pothohar 地区 Ch. Mauladad Chowhan 文化、教育及社会福利信托基金理事 

9． 童子军区域首席教练 

10． Saint Mary’s Old Boys Association 主席 

11． 
 

经常应邀就电子媒体发表演讲，或关于刑事司法、毒品控制、警察法律、

宪法、法制、司法制度、伊斯兰法理、法律哲学及国际法和行政法发表演

讲。 

最近发表的文章 

 

美国《宪法》：廉价和迅速的司法、审判程序改革、司法、伊斯兰法律在巴

基斯坦司法制度中的作用、警察与公民、联邦沙利亚法庭、伊斯兰法律、

在权力和法制等三分法中人权的司法地位。 

婚姻状况 

 已婚，育有两男一女。 



 

26 
 

A/59/888  

旅行 

 曾到过欧洲、美国、加拿大、中东、远东、非洲、澳大利亚等。 

体育 

 有时打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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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德罗·戴维（Pedro R. David）（阿根廷） 
 
 

生于 1929 年 7 月 21 日，阿根廷图库曼 

阿根廷地址： Liberator Avenue 2656，2nd B floor, 
(1425), Capital Federal,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共和国 

电话： (5411)4806-4595/Fax:(5411)4801-3277 

电子邮件： Pedrordavid@yahoo.com.ar 

 一. 所任司法职位 
 

1. 阿根廷国家 高刑事法院现任法官 

2. 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上诉刑事法院法官，1974-76 年 

3. 阿根廷萨尔塔省 高法院法官，1954-56 年 

4. 阿根廷萨尔塔省上诉劳资争议法庭法官，1953-54 年 

5. 阿根廷萨尔塔省少年犯法官，1951-53 年 

 二.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及区域组织的专业经历 
 

1.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委员会成员，2003 年 12 月 1 日由经社理事

会选出（任期五年）。 

2. 审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有效运作和行

使职能情况专家组成员，由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指定，海牙，

1999-2000 年（见审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的有效运作和行使职能情况专家组的报告，英文版，编者：Jerome Ackerman、
Hassan B.Jallow、Jayachandra Reddy及Patricio Ruedas），联合国大会，A/54/634
号文件，1999 年 11 月 22 日，141 页。 

3.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区域间顾问，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奥

地利维也纳，1982-1993 年。 

4. 拉美预防犯罪所顾问委员会成员-联合国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

所——自 1981 年起。 

 • 在全球 120 多个国家执行咨询团。至今咨询团的效率由许多政府撰写成

文件，这涉及参照咨询意见，通过立法和政策措施，或采取与各种技术

合作方式和模式有关的具体活动，包括培训、讨论会、研究金和研究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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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巴拿马、毛里求斯、厄瓜多尔、

阿尔巴尼亚和西班牙  

1991 年： 巴拿马、哥斯达黎加、日本、哥伦比亚、巴西、西班牙、乌干

达、卢旺达、捷克斯洛伐克、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巴拉

圭、阿根廷、突尼斯和法国 

1990 年： 海地、约旦、伊拉克、巴拉圭、马耳他、美国、哥斯达黎加和

博茨瓦纳 

1989 年： 阿根廷、巴巴多斯、巴西、马拉维、塞浦路斯、美国、阿根廷、

哥斯达黎加、伊拉克、秘鲁、毛里求斯和泰国 

1988 年： 阿根廷、巴西、科威特、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

日本、埃塞尔比亚和乌干达 

1987 年： 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1986 年： 巴哈马、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日本和土耳其 

1985 年： 巴林、沙特阿拉伯、约旦、阿尔及利亚、意大利、芬兰、阿根

廷、美国、埃及和巴拿马 

1984 年： 沙特阿拉伯、塞浦路斯、巴基斯坦、埃及、古巴、巴巴多斯、

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3 年： 意大利、菲律宾、中国、日本、西班牙、泰国、秘鲁、哥伦比

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 

1982 年： 厄瓜多尔、智利、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 

 三.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及区域组织的其他专业经历 
 

1. 阿根廷总统设立的刑法改革咨询委员会成员，2002-2003 年。 

2. 国际犯罪学高级研究所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 2001 年 12 月 4 日至 7 日在阿

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特设委员会筹备非正式

会议。 

3. 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参加者，国际犯罪学高级研究

所，意大利锡拉库萨，与联合国有联系，维也纳，2000 年 4 月 10 日至 17
日。 

4. 出席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1998 年 5 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

第六届会议的阿根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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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议会和法律传统创立国际刑事法院和拉丁美洲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演

讲人，由没有和平就没有正义运动 1997 年 10 月 10 日在乌拉圭蒙得维举办。 

6. “把国际犯罪和严重侵犯基本人权行为绳之以法”讨论会的演讲人，由国际

犯罪学高级研究所举办，意大利锡拉库萨，1997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 

7. 由国际缉毒会议举办国际禁毒会议的演讲人，B 组，布宜诺斯艾利斯，1996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 

8. 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的参加者（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国际科学

和专业咨询委员会），1995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 

9. 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参加者，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埃

及开罗，1995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8 日。 

10. 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筹备会议上有关“打击有组织犯罪和

经济犯罪措施”的演讲人，政府检察官办公室，劳动和司法部长、美援署、

开发计划署和机电土工程公司，巴拉圭亚松森，1995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 

11. 关于被拘留的儿童和少年联合国专家会议上有关“将少年用作犯罪活动工

具”的演讲人，奥地利维也纳，1994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 

12. 联合国评价毒品国际方案顾问，奥地利维也纳，1994 年 8 月至 11 月。 

13.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阿根廷代表，奥地利维也纳，

1994 年 4 月 19 日至 22 日。 

14.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阿根廷代表，奥地利维也纳，

1994 年 4 月。 

15. 联合国刑事诉讼 低限度规则草案委员会成员，西班牙帕尔马，1989-1992
年。 

16.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区域间顾问，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奥

地利维也纳，1982-1993 年。 

17.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司犯罪和发展顾问，奥地利维也纳，1981 年 8
月至 12 月。 

18. “联合国和其犯罪和发展重点”演讲人，国际犯罪学学会特别会议：⑴ 犯
罪和感化基金会，⑵ 国际社会防卫学会，⑶ 国际犯罪学学会，⑷ 国际刑

法学会；意大利米兰，1981 年 12 月 18 日。 

19. 联合国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8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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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加青年司法专家组会议，内华达里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司，1979
年 5 月。 

21. 联合国有效和公正处理刑事案件，内华达里诺，1977 年 4 月。 

22. 青年犯罪社会学教授，美洲国家组织。 

23. 为智利少年罪犯的法官讲课，1980 年和 1976 年；哥斯达黎加，1978 年；尼

加拉瓜，1978 年；墨西哥，1976 年；里约热内卢，1976 年；加拉加斯（委

内瑞拉）1973 年及 1967 年；波哥大（哥伦比亚）1969 年；巴拉圭亚松森（巴

拉圭）1970 年；科尔多瓦（阿根廷）1968 年。 
 

 四. 出版物 
 

 The Latin American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ILANUD), has published in his honour: Política Criminal, Derechos 
Humanos y Sistemas Juridícos en el siglo XXI — Volumen de Homenaje al Prof. 
Dr. Pedro R. David, Editorial Depalma, Grupo Lexis Nexis Argentina S.A., Julio 2001, 
1001 ps, 51 articles from penal law scholars and criminologist from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A. 著作 
 

1. Suspensión del Juicio a Prueba, Perspectivas y Experiencias de la Probation en la 
Argentina y en el Mundo, Pedro R. David and Brien Fellowes, Lexis Nexis, 
Depalma, 254 pages, C.A.B.A., Argentina, October 2003. 

2. Globalizati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De Zavalía. Publishers, 
1999. 804 pages Buenos Aires Argentina. Also presented in Italy as 
“Globalizzazione Prevenzione del Delito e Giustizia Penale”; the presentation 
took place in the Centro di Studi Latinoamericani, CNR — Università di Roma 
“Tor Vergata”,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Istituto Italy-Latino American (MA) 
and with the Associazione di Studi Sociali Latino — Americani (ASSLA), Abril 
10, 2000. Professors: Giovanni M. Flick, Guido Neppi Modona, Vincenzo 
Scordamaglia y Cesare Mirabelli.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Italian as 
Globalizzazione, prevenzione del delito e giustizia penale, Giuffrè, in the 
collection Giustizia Penale e Problemi Intemazionali, managed by Dr. Mario 
Pisani, Milano, 2001. 

3. Compil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troduction: La sociologlía de Herrera Figueroa 
(with other authors: Castiglione, Julio César; Rivas, José A.; Ves Losada, 
Alfredo), Plus Ultra, Buenos Aires, Argentina, September 2000, 140 pp. 

4. Crime and criminal policy, editor and compiler in homage to Prof. Manuel López 
Rey, United Nations Social Defen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English, Spanish, 
French and Italian), Franco Angeli, Rome, 1985, 947 pp. 

5. La iuspsicología de Herrera Figueroa, joint compiler and coordinator, Leuka, 
Buenos Aires, 1984, 203 pp. 

6. Migración, desarrollo, delito, with A. Sánchez Galindo and Miguel Lucero Palma, 
Universidad de Ciudad Juárez, México, 1982, 308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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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ociología Jurídica, Astrea, Buenos Aires, 1980, 280 pp. 

8. Estructura social y criminología, Universidad del Zulia, Maracaibo, Venezuela, 
1979, 189 pp. 

9. Criminología y sociedad, Pensamiento Jurídico, Buenos Aires, 1978, 250 pp. 

10. El mundo del delincuente, 1st ed., Astrea, Buenos Aires, 1976, 255 pp.; 2nd ed.,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original, Zavalía, Buenos Aires, May 2000. El 
Mundo del Delincuente (Spanish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 of the Burglar). 
Editorial Astrea, Buenos Aires, 1979, 255 pages. 

11. The World of the Burglar. 1974,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Alburquerque, 
NM, 276 pages. 

12. Sociologia Criminal Juvenil, Depalma Lexis Nexis, Buenos Aires, Sixth Edition, 
2003. 

13. Radiografia de la Universidad en las Américas. Summer 1973. UNM Press (with 
M. Nason). 

14. Conducta, Integrativismo Sociologia Del Derecho (Conduct and Legal 
Sociology). De Zavalia, 1970. 

15. Co-editor “Studies in Sociology”, Bilingual Magazine, in English and Spanish, 
of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9 vols., Omeba, Buenos Aires, 1961-1965. 

 B. 论文、文章和出版物 
 

1. El Aspecto Pedagógico del Derecho Penal, Revista de Ciencias Penales ITER 
CRIMINIS, Número 9, Segunda Epoca,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riminal Sciences (INACIPE), Mexico, January 2004. 

2. Juventud y Cambios Sociales. Nuevos Desafios para la Justicia, la Política y la 
Sociedad, published in Volúmen Victimología — Los Procesos de Victimización 
desde un Enfoque Criminólogico, coordinated by: Hilda Marchioli,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 Editorial Lerner, Argentina, September 2003. 

3. Los Derechos Humanos y la Independencia del Poder Judicial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Recordando a Juan Bautista Alberdi y la Constitución Argentina), 
published in Homenaje al Dr. Marino Barbero Santos, In Memoriam, Volumen I, 
ed.: Luis A. Arroyo Zapatero e Ignacio Berdugo Gómez de la Torre, Edi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Ediciones Universidad Salamanca, pp. 
229-243, Spain, 2001. 

4. Tres Características del Tribunal de la Ex-Yugoslavia, published in Cahiers de 
Défense Socia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Défense Sociale, pp. 
75-77, 2001. 

5. Some reflections on probation, “Cahiers de Défense Socia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Défense Sociale pour une Politique Criminelle 
Humaniste), Milan, 1999, pp. 51-65. 



 

32 
 

A/59/888  

6. Las Naciones Unidas, los derechos del hombre y los principios básicos de la 
independencia del Poder Judicial, extract from L’indipendenza della giustizia, 
oggi (Judicial independence, today), liber amicorum in onore di Giovanni E. 
Longo, Giuffrè, Milan, 1999, pp. 87-115. 

7. Mercosur: Organised crime, money laundering and harmonisation of legislation, 
“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summer 1999, vol. 3, No. 1, pp. 63-65,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IALS), University of London, Henry 
Stewart Publications, UK and USA, 1999. 

8. Armonización legislativa en el Mercosur. Lavado de dinero y crimen organizado, 
“Revista de la Escuela Nacional de Inteligencia”,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lligence, special issue 1998, pp. 123-148 and 185-188, reproducing the 
seminar on “Problemática del Crimen Organizado y Lavado de Dinero en el 
Mercosur”, held on 3-5 June 1998,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chool, 
the Centro d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en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Justicia and 
the doctorate programme in Law at the Universidad Argentina John F. Kennedy,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lligence, Argentina. 

9. La armonización legislativa, la política criminal y las democracias en el 
Mercosur, chapter on Doctrine, “Revista Mexicana de Prevención y 
Readaptación Social”, Nueva Época, Mexico City, May-August 1998, No. 2, pp. 
13-23. 

10. La justicia y las instituciones jurídicas en el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desde 
una perspectiva trialista, Segundo Congreso Triversitario, Leuka, Universidad 
Argentina John F. Kennedy, Buenos Aires, 1998, pp. 1-38. 

11. A criminological approach for the XXIth Century. The integrative nature of 
criminology and the work of Hans Joachim Schneider, in Essays in honor of 
Hans Joachim Schneider,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98, pp. 
145-158. 

12. Los efectos preventivos de la sanción penal: la corrupción, presentation at the 
thirteenth Congreso de la Sociedad Internacional de Defensa Social (Lecce, Italy, 
28-30 November 1996), “Cahiers de Défense Sociale”,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ocial Defence and Humane Criminal Policy, Milan, 
1997, pp. 49-64. 

13. Presencia del amigo Miguel Herrera Figueroa, in ¿Conoce a Herrera Figueroa?, 
by Amelia Tosto Valenzuela, María Teresa Fernández Lagos, María del Valle 
Romanelli et al., Praxis Triversitaria, Buenos Aires, vol. 2, 1997, pp. 57-101. 

14. A propósito de la modernización de la justicia penal y del juicio por jurados, in 
Buompadre, Jorge Eduardo (editor and coordinator), Derecho penal, derecho 
procesal penal. Homenaje a Carlos Alberto Contreras Gómez, Abeledo-Perrot, 
Buenos Aires, March 1997, pp. 245-259. 

15. El rol de la universidad frente al nuevo derecho, in Memorias del Seminario 
“Justicia y Desarrollo” Argentina para el siglo XXI,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Legal Affairs, Colombia, December 1995, pp. 47-67. 

16. Technical cooperation needs and initiatives, Fondazione Internazionale sul 
Diritto, Societá ed Economia, Edit. Musumeci, Valle de Aosta, Italia, 1995, pp. 
18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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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juveniles in criminal activities: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ndards: proceedings of the expert meeting, in Children in trouble, 
United Nations, Vienna, 30 October-4 November, 1994. Also in “Revista de la 
Sociedad International de Defensa So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ocial Defence”, Paris), in homage to Prof. D. Pisapia, 1995. 

18. Perfiles de la preventión del delito y la justicia penal en Japón. Doctrina y acción 
penitenciaria, Buenos Aires, 1994, pp. 27 et seq., reproduced in “Cuadernos de 
Criminología”, Instituto de Criminología, Chile, No. 3, May 1994, pp. 39 et seq., 
and also in “Doctrina y Acción Penitenciaria”, Nos. 8 and 9, 1994, pp. 26-55. 

19. Comunidad y preventión del delito. Perspectivas comparadas, “Cuadernos de 
Prevention”, No. 1, Instituto de Estudios para la Prevention del Delito, Córdoba, 
Argentina, 1994, pp. 57-68. 

20.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 “Experiencias concretas sustitutivas o combinadas 
con la privación de libertad”, Fourth meeting of the twenty-second symposium, 
“Encuentros”, in “Cuadernos de la Fundación Encuentros”, Posibles alternativas 
al sistema carcelario actual: ¿Son viables hoy las cárcel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rganized by Fundación Encuentro y Asociación Horizontes Abiertos, 
Editorial Centro de Estudios Ramón Areces, Madrid, 1993, pp. 28, 105, 137, 
173-175, 243. 

21. Perspectivas psicológicas y valorativas: triversitarismo, chap. III of Presencia, 
existencia y esencia en Herrera Figueroa, by Juan Carlos Iglesias et al., Leuka, 
Buenos Aires, 1993, pp. 85-94. 

22. Introduction to the Draft minimal ru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Mallorca Rules), with other authors, 
Conselleria Adjunta a la Presidencia del Gobierno Balear,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of the University of Madrid and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alma de Mallorca, 1992, pp. 9-14 and 
23-37. 

23. Filosofía y acción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el Rio de La Plata en la época 
colonial, in Ignacio de Loyola, Magister Artium en París 1528-1535. 
Libro-Homenaje de las Universidades del País Vasco y de la Sorbonne a Ignacio 
de Loyola en el V centenario de su nacimiento, Julio Caro Baroja and Antonio 
Beristain, Kutxa, Caja Gipuzkoa San Sebastián, Spain, 1991, pp. 257-264. 

24. Los derechos humanos y la politica de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justicia penal de la 
ONU, in Seminario sobre la aplicación de los instrumentos internacionales de 
derechos humanos y la administración de la justicia, held in Asunción del 
Paraguay, 18-20 July 1990. 

25. Penological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crime, in Eurocriminology, Warsaw, 
Poland, 1988, vol. 2, pp. 39-56. Also published as Penological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ity, “Cahiers de Défense Socia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Défense Sociale, Milan, 1988, pp. 60-74. 

26. Children in despair.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vol. XVIII, No. 2, summer, 1987. 

27. Delito, política criminal y política penológica. Sociología criminal, Pensamiento 
Jurídico Editora, Buenos Aires, 1987 pp. 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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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ustice and the role of juridical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connection with ecological problems that 
influence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policy, 
United Nations Social Defence Research Institute (UNSDRI), publication No. 25, 
Franco Angeli, Rome, July 1985, pp. 247-271. 

29. Delito y política criminal, Journal “Criminalia”, Academia Mexicana de Ciencias 
Penales, Nos. 1-12, Porrúa, Mexico City, January-December 1985, pp. 45-57. 

30. Interregional advisory services in the field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Servicio de Asesoramiento Interregional en el Área de la Preventión 
del Delito y la Justicia Penal, Helsinki Institute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EUNI), affiliat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ourse on United Nations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No. 6, pp. 66-79, 1985 (in English, summaries in 
French and Finnish). 

31. Introductory report on new dimensions of criminality and crime pre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al Law,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riminology,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ocial 
Defence and International Penal and Penitentiary Foundation, contribution to the 
seventh United Nations Congress o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Milan, 26 August-6 September 1985), documents submitted to the 
Saint-Vincent Congress (8-10 March 1985),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Italy and the Centro Nazionale di Prevenzione e Difesa Sociale, in cooperation 
with Regione Autonoma Valle d’Aosta, A/CONF.12l/NGO/3, Italy, March 1985, 
pp. 21-24 (in English and French). 

32. El sistema judicial chino, Ministry of Justice, Beijing, 1985, pp. 201-225 (in 
Chinese). 

33. Planificazione ed assistenza alla famiglia nella Repubblica Argentina, Pedro R. 
David et al., in Aspetti socio-giuridici del “family planning” in alcuni paesi 
europei ed extraeuropei, Centro Nazionale di Prevenzione e Difesa Sociale 
Commissione Permanente di Sociología del Diritto, Studi e Ricerche di 
Sociología del Diritto, Giuffrè, Milan, 1983, pp. 1-8 (in Italian). 

34. Sociología, demografía y derecho, International Specialist Course for Children’s 
and Family Judges, Faculty of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le, Inter-American 
Children’s Institute (OAS), 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 Santiago 1983, pp. 
163-173. 

35. Chapter on Argentina’s criminology,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criminology, edited by Elmer H. Johnson,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U.S.A., pp. 151-173. 

36. Development,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Cities and criminality, 
general reports and summaries of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cial Defence, volume preparatory for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cial Defence, Salonika, 28 September-2 October 
1981, in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works 1948-1983, published by the Centro 
Nazionale di Prevenzione e Difesa Sociale, January 1983, pp. 160-161. 

37. Justice and the role of the juridical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in connection with ecological problems that 
influence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published in “Review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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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Latin American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ILANUD, year 6, Nos. 17-18 August-December 1983, 
San José, pp. 69-86. 

38. Ideas para una nueva América, in Perspectivas de la educación superior en 
América Latina y Estados Unidos,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Albuquerque, 
New Mexico, 1982. 

39. Development,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Memoria del X Congreso 
Mundial Ordinario de Filosofía del Derecho y Filosofía Social, UNAM, Mexico, 
vol. VII, 1982, pp. 73-79. 

40. Jóvenes adultos delincuentes: su prevención, Congreso Panamericano de 
Criminología, Buenos Aires,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l Salvador, 1981, pp. 
16-53. 

41. Juvenile justice in Argentina, in Lorne Stewart editor, Justice and troubled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vol. II,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1, 
pp. 1-36. 

42. Cuatrecasas como psicólogo social, in Vida, espíritu y pensamiento de Juan 
Cuatrecasas, Leuka, Buenos Aires, 1980, pp. 41-50. 

43. Contrabando en la frontera, in Problemas del obrero sin documentación, 
Albuquerque, Latin Americ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79, 
pp. 51-55. 

44. Ideas para una Nueva América, “Docencia”, 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 
Mexico, vol. 7, May-June 1979, pp. 5-15. 

45. Juvenile offenders careers and treatment in a multicultural state, New Mexico,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iminology, Lisbon, 4-9 September 1978, pp. 
549-573 (in English). 

46. Profile of violence in Argentina: 1955 to 1976, in Disorders and terrorism,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Disorders and Terrorism,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Criminal Justice Standards and Goals, Washington, D.C., 1976, pp. 
474-478. 

47. Hall and Latin American legal philosophy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riminal law, 
Wiese & Mueller, Thomas publisher, 1975. 

48. El integrativismo y las ciencias sociales, en Anais do VII Congreso 
Interamericano de Filosofía, São Paulo, Brazil, 1974, vol. I, p. 249. 

49. El profesor universitario en dos hemisferio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Kansas, 
Ed. Ann Hertzfeld, 1974, p. 263. 

50.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juvenile offenders, offenses, due processes and 
societies: The cases of Toledo, Ohio, and Rosario, Argentina (with Joseph W. 
Scott), “Criminology”,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vol. 11, No. 2, August 
1973, pp. 183-205. 

51. Ideología y criminología en Latinoamérica, in Politics, crim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n interamerican focus, Adler and Mueller Editores, Puerto 
Rico, Centro Sur,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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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Bibliografía selecta de crimen y delincuencia,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Albuquerque, 1972. 

53. Contribución del integrativismo a la modernización de los sistemas 
socio-jurídicos, “Revista del Colegio de Magistrados del Poder Judicial de la 
Provincia de Santa Fe”, year II, No. 5, January-June 1972, pp. 15-19 and 30. 

54. Estructuras jurídico-sociales y cambio,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ociologie, 
twenty-second Congress, Rome, 15-21 September 1969, pp. 1-15. 

55. El derecho en las normas de convivencia y su representatividad en el 
ordenamiento social, paper No. 19 of the fourth Argentine Sociology Congre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the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1969, pp. 1-13. 

56. Psicologia, sociología e crime, “Revista de Direito”, Órg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do Estado da Guanabara, Brasil, May-August 1969, year III, vol. 8, No. 8, pp. 
10-14 (in Portuguese). 

57. Motivación y normas jurídicas, first Argentine Congress on Social Psychology, 
Salta, Argentina, 1969. 

58. Teorías sociológicas de la delincuencia juvenil, “Revista del 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del Niño”, Montevideo, Uruguay, 1968, vol. I. 

59. Teoría sociológica da delinqüência juvenil, “Revista de Direito”, Órg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do Estado da Guanabara, Brasil, 1967, year I, vol. 2, No. 2, 
pp. 40-59 (in Portuguese). 

60. Sociología y delincuencia juvenil, en Estudios de sociología, Buenos Aires, 1965, 
vol. 9, pp. 50-81. 

61. Instituciones jurídico-sociales, vol. XVI, pp. 118-124; Lucha de clases, vol. 
XVIII, pp. 850-852, and Orden social, vol. XXI, pp. 103-104, in Enciclopedia 
Jurídica Omeba, Buenos Aires, Argentina. 

62. Estructura social argentina y desarrollo, in Estudios de sociología, Buenos Aires, 
1965, vol. 7, pp. 355-360. 

63. Acción social y filosofía social en Farías Brito, “Revista Brasileira de Filosofía”, 
Sao Paulo, Brazil, 1963. 

64. El papel de la sociología del derecho en 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Universidad del Nordeste, Resistencia, Argentina, 1962. 

65. Instituciones jurídico-sociales, en Estudios de sociología, Buenos Aires, 1962, 
vol. 2, pp. 3-35. 

66. Acción y filosofía social en Farias Brito,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Filosofía, fourth 
Congresso Nacional de Filosofía, Imprensa Universitária do Ceará,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hilosophy Congress of Fortaleza (Brazil), in November 1962, 
pp. 1-7. 

67. Bosquejo de la iusfilosofía integrativa de Jerome Hall, “Jurisprudencia 
Argentina”, vol. 1961-I, secc. Doctrina, pp. 3-10. 

68. Hall y Reale: dos perspectivas del derecho integrativas, “Revista Brasileira de 
Filosofía”, Sao Paulo, Brazil,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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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l Chicago Area Project, “Revista de Criminología y Ciencia Penal”, La Plata, 
Argentina, 1959. 

70. Notas para el estudio de la punición, “Jurisprudencia Argentina”, vol. 1958-IV, 
secc. Doctrina, pp. 97-113. 

71. Jerome Hall y su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La Ley”, vol. 89, secc. Doctrina, 
pp. 934-938. 

72. Digresiones sobre el amor norteamericano, Editorial El Mundo, Buenos Aires, 
December 1957.. 

 C. 序言 
 

1. To the book La sociología del derecho en Herrera Figueroa, Plus Ultra, Buenos 
Aires, September 2000. 

2. To the book by Francisco S. Scimé, Criminología, causas y cosas del delito, 
Ediciones Jurídicas, Buenos Aires, 1999. 

3. To the Diccionario de derecho penal y criminología, by Raúl Goldstein, Astrea, 
Buenos Aires, 1993. 

4. To the book by Pedro R. David et al., Perfil jurídico-sociológico de Herrera 
Figueroa, Leuka, Buenos Aires, 1983. 

5. To the book by Enrique Villarreal Macías, Enseñanza de la introducción al 
estudio del derecho, Centro Editorial Universitari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Ciudad Juárez, Mexico, 1981. 

6. To O. Tieghi’s book Criminologia y Reflexologia, Buenos Aires, 1978, Edit 
ABACO. 

7. To Jerome Hall’s book Theft, Law and Society, Depalma, Buenos Aires, 1974. 

8. To Miguel Herrera Figueroa’s book Sociologia del Derecho, Depalma, Buenos 
Aires, 1970. 

9. To Jerome Hall’s book Reason and Reality in Jurisprudence, Depalma, Buenos 
Aires, 1959. 

 D. 译作 
 

1. Jerome Hall — Reason and Reality in Jurisprudence — Depalma, Buenos Aires, 
1969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E. 关于其著作和文献目录的文章 
 

1. El sociólogo criminólogo Pedro R. David en el Chaco, note by Edgardo Rossi, 
“Norte”, page 13, Sección Opiniones, Saturday, 8 December 2001. 

2. El gran problema de América Latina es la desigualdad social, dijo destacado 
jurista; in Norte, page 10 Locales, Resistencia, Provincia del Chaco, Tuesday, 
11 December 2001. 

3. El fracaso de las cárceles, by Adrián Ventura, Sección 7-Enfoques, page 5 of 
Diario La Nación, Sunday, 7 Octo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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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a work by Dr. Pedro R. David, Globalización,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justicia penal, by Pedro J. Bertolino, “Jurisprudenci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28 March 2001, No. 6239, pp. 83-85. 

5.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a work by Dr. Pedro R. David, El mundo del delincuente 
(Cinco casos criminológicos), by Jorge Luis Rimondi, “La Ley”, secc. 
Bibliografía, 26 October 2000, p. 4. 

6.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a work by Dr. Pedro R. David, El mundo del delincuente 
(Cinco casos criminológicos), by Hilda Marchiori, “Pensamiento Penal y 
Criminológico”, Revista de Derecho Penal Integrado, Mediterránea, year 1, No. 1, 
2000, pp. 619-621. 

7.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a work by Dr. Pedro R. David, El mundo del delincuente 
(Cinco casos criminológicos), by Hilda Marchiori, “Semanario Jurídico. Fallos y 
Doctrina”, secc. Nota Bibliográfica, Córdoba, Argentina, year XXIV, No. 1310, 
28 September 2000. 

8. El crimen como conflicto social, note by Norberto Spolansky on a work by 
Dr. Pedro R. David, Globalización,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justicia penal, “La 
Nación”, Sunday, 27 August 2000. 

9. Commentary on a work by Dr. Pedro R. David, Globalización,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justicia penal, by Osvaldo Nelo Tieghi, “La Ley”, 31 July 2000, p. 2. 

10. El narcotráfico organizado como empresa capitalista, Lecture on drug mafias by 
a federal judge, “La Gaceta”, 14 August 1998, p. 19. 

11. Aumentó el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Siglo XXI”, 14 August 1998, p. 10. 

12. Reunión de jueces contra el narcotráfico, “La Nación”, 13 October 1996, p. 10. 

13. Para humanizar el sistema penal. Los nuevos edificios carcelarios, “La Nación”, 
architectural supplement, Horacio G. Levit, 25 September 1996, pp. 1-4. 

14. Prosperity fosters crime and corruption, “The Americas. A Criminal Justice 
Newsletter”, Chicago, Illinois, Jeff Builta, April-May 1996, vol. 9, No. 2, 
pp. 1-14. 

15. Las Naciones Unidas, en contra, “La Nación”, Adrián Ventura, 3 March 1996, p. 
22. 

16. Delincuencia juvenil, north-western Argentina (“NOA”), Tucumán province, secc. 
Panorama del Interior, Rodolfo Casen, 24 September 1995. 

17. Libertad asistida para la inserción (Justicia de Menores), “Ecos del Norte”, Salta 
province, 12 August 1995, p. 8. 

18. Para el juez David fracasaron las cárceles de menores, “Locales”, Salta province, 
12 August 1995, p. 34. 

19. Jornadas del NOA de Justicia de Menores, “Locales”, Salta province, 10 August 
1995, p. 33. 

20. Responsabilidad civil de los jueces y funcionarios judiciales: El punto de vista de 
un juez, “La Ley”, Alfredo H. Rizzo Romano, 19 April 1995, p. 2. 

21. Seminario Latinoamericano sobre Politica Penitenciaria, “La Ley”, 6 April 1995, 
p. 4. 



 

 39
 

 A/59/888

22. Dos expertos opinan que debe haber menos cárceles pero más civilizados, “La 
Nación”, Adrián Ventura, 3 April 1995,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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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学历 
 

1. 政治科学博士，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约翰肯尼迪大学，论文：政治学和法

律社会学总论。 

2. 法律和社会科学博士，图库曼国立大学，阿根廷，1956 年论文：阿根廷少年

犯罪社会学。 

3. 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62 年，主修-社会学，次修:法
律，论文：阿根廷社会结构。 

4. 律师，阿根廷图库曼国立大学法律硕士，1950 年。 

 六. 授奖和名誉任命 
 

1. 获书籍基金会和 Lazara 集团编辑，国际书市颁发的 2004 年学术职业奖，阿

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2004 年 4 月。 

2. 获 Falcone Borsellino 基金会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合作研究学院颁发的国

际奖。对其著作 Globalizzazióne, prevenzióne del delito e giustizia penale 颁奖，

米兰，Giuffre 出版社（2001 年），Marina Di Carrara，意大利，2003 年 11 月

22 日。 

3. 名誉教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律系，1996 年。 

4. 名誉教授：英国 Hull 大学， 1992 年。 

5. 西班牙巴塞罗那，皇家医学院名誉会员。 

6. 华雷斯市自立大学名誉教授，墨西哥，1980 年 5 月。 

7. 名誉博士。阿根廷 Morton 大学，1996 年。 

8. 西班牙巴塞罗那，巴塞罗那皇家医学院名誉会员， 

9. 西班牙青年学院名誉会员，西班牙马德里，1977 年 7 月。 

10. 联合国延期审判顾问，讨论会，内华达州里诺，法律学院，1977 年 4 月。 

11. 出席“迅速公正审理刑事案件”专家会议，内华达州里诺，1977 年 4 月。 

12. 名誉会员-第伊比利亚美洲社会心理学大会，西班牙巴塞罗那，1978 年 9 月

17 至 22 日。 

13. 准会员-墨西哥犯罪学院，1978 年 7 月，墨西哥城。 

14. 誉主席，第一届委内瑞拉犯罪大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1972 年 7 月。 

15. 名誉博士，犯罪研究中心，阿根廷门多萨，1968 年。 



 

42 
 

A/59/888  

16. Bishop Miller 讲师-1971 年，Elbert Covell 学院，太平洋大学，加利福尼亚州

斯托克顿。 

17. 福特基金会补助金-在下列国家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教育：墨西哥、哥伦比

亚、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必须（到上述国家旅行；1960
年陪同 Jerome Hall 教授）。 

18. 富布赖特社会学学者-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57-1960
年。 

19. 阿根廷富布赖特委员会颁发杰出服务证书，（确认在任职主任期间对富布赖

特方案的贡献）。 

20.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名誉章-巴西里约热内卢，1959 年（确认对拉丁美洲的

社会学的贡献）。 

21. 玻利维亚律师会名誉会员，1960 年 7 月。 

22. 美洲国家组织拉丁美洲儿童学院任命为国际教授，向巴拉圭法官提供犯罪学

课程，1970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1975 年 4 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1975 年 6 月，7 月）；墨西哥城（1976 年 4 月）；智利（1976 年 4 月）；尼加

拉瓜（1978 年）；哥斯达黎加（1978 年）。 

23. 应苏利亚大学邀请（马拉开波，苏利亚 1975 年 7 月）在犯罪学学院-研究生

讨论会讲课。 

24. 任命社会学美洲学会主席，1974 年 12 月至今。 

25. 阿根廷司法部设立的委员会成员，草拟青年法律，1974 年 10 月 8 日。 

26.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上诉刑事法庭设立的委员会成员，规划受扶养人、孤

儿和犯罪青年的法律地位改革，1974 年 9 月。 

27. 任命国际社会学学会美洲区域秘书，阿尔及尔，1974 年。 

 七. 教学和研究 
 

阿根廷 

1. 法律博士教授，阿根廷约翰 肯尼迪大学，1997 年至今 

2. 社会学教授，国立大学法学院，1970 年至 1978 年 

3. 社会学教授，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法学院，博士部门，1974 年至 1975 年 

4. 社会学教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约翰肯尼迪大学，社会学学院，1969
年至 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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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犯罪学教授，阿根廷社会学院，法律系，1968 年至 1970 年 

6. 社会学教授，萨尔瓦多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法学院，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1962 年至 1965 年 

7. 社会学教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天主教大学，1963 年至 1964 年 

8. 教授，图库曼国立大学，经济学院，萨尔塔司，1954 年至 1956 年 

9. 社会学和阿根廷社会研究教授，图库曼国立大学，人类科学学院，萨尔塔司，

1953-1956 年 

美国 

主席兼教授，新墨西哥大学社会学系，1971-1993 年 

研究主任-新墨西哥大学刑事司法方案，1971-1973 年 

新墨西哥大学法律系教授，比较刑法讨论会，1976-1977 年 

肯塔基大学客座教授，社会学系，1967 年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1964 年夏季 

印第安纳大学法律系讲师，秘鲁比较法律研讨会 

学生——1958 至 1960 年，跟 Jerome Hall 教授学习 

刑事司法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纽约，奥尔巴尼，1971 年 

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普尔曼，1971 年 

圣母院大学，印第安纳州南本德，1971 年 

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67 年，Elvert Cowell 学院 

太平洋大学，加州斯托克顿，1971 年 

司法大学-内华达州里诺，1977 年 
 

拉丁美洲 

巴西： 
 

- 赛阿拉大学 

- 圣保罗国立 

- 巴伊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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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 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墨西哥城 

秘鲁 

- 圣马科斯大学，利马 

- 阿雷基帕大学，阿雷基帕 

- 库斯科大学，库斯科 

哥斯达黎加 

- 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 

哥伦比亚 

-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波哥大 

玻利维亚 

- 拉巴斯大学 

乌拉圭 

- 蒙得维的亚国立大学 

智利 

- 智利圣地亚哥国立大学 

委内瑞拉 

-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加拉加斯 

- 卡拉沃沃国立大学，巴伦西亚 

- 苏利亚大学，马拉开波 

欧洲 

意大利 

- 罗马，罗马大学 

西班牙 

- 马德里，马德里大学 

- 西班牙马德里，西班牙青年学会 

- 西班牙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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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现任和过去学术行政职务 
 

1. 法律博士学术委员会主席，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1997 年至今。 

2. 新墨西哥大学，社会系系主任，1972-1993 年 

3. 约翰肯尼迪大学副校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1992 年 

4. 约翰肯尼迪大学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1972 年 

5. 约翰肯尼迪大学，社会系系主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1970 年 

6. 富布赖特委员会执行主任（美利坚合众国和阿根廷共和国之间教育交流委员

会）1961 年 12 月至 1972 年 8 月。 

7. 图库曼国立大学，经济系副系主任，萨尔塔司，1954 年至 1955 年。 
 

 九. 在专业会议和大会提交的文件 
 

1. 出席联合国社会防卫研究所会议，2004 年 12 月 5 日至 8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

行。 

2. 出席联合国社会防卫学会会议，题目：有组织犯罪和人类灾难，2004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在意大利库美耶尔举行。 

3. 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危地马拉法官讨论会的讲演者，司法学

院，危地马拉城和联合国维也纳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奥地利，2004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 

4.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发言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内阁会议，2004 年 11 月 9
日。 

5. 透明国际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2004 年 11 月 8 日在危地马拉城举行的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讨论会。 

6. 阿根廷防治吸毒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的阿根廷防治吸毒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第

十五届讨论会和第一届国际讨论会“吸毒社会责任，预防和援助”的讲演

者，2004 年 11 月 4，5，6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天主教教育高级委员会总

部举行。 

7. 危地马拉公共事务部学院、非法团体和秘密安全机构调查委员会和联合国维

也纳办事处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其三项议定书和反腐败公

约讨论会的讲演者，2004 年 7 月 28 至 30 日在危地马拉城举行。 

8. 透明国际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讨论会的讲演者，2004 年 7 月 27 日在危地

马拉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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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afael Landivar 大学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讨论会的讲演者，2004 年 7 月 26
日在危地马拉城举行。 

10. 阿根廷共和国司法、安全和人权部代表（根据部第 1405 号决议）出席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

的使用和适用会议，2004 年 5 月 11 至 20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11. 以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和阿根廷司法和人

权代表的身份（司法、安全和人权部 19-4-4 第 351 号决议）参加第十一届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2005 年 4 月 18 至 25 日，泰国曼谷）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区域筹备会议，2004 年 4 月 19 至 23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

行。 

12.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使用和适用政府间专家组会议主

席，2004 年 3 月 23 至 25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13. 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秘鲁共和国外交部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 2004 年 3 月 1 至 5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起草立法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和其

他反恐措施讨论会。 

14. 墨西哥民族自治大学司法研究所 2004 年 2 月 9 至 14 日在墨西哥举行文化和

司法制度比较国际大会刑事主席团讲演人。 

15. 应邀 2003 年 12 月 3 日举行的巴尔马大学法律系挂冠会议上发言。 

16. 参加 2003 年 12 月 1 至 2 日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犯罪司法所（联合国区域间

犯罪和司法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会议。 

17. 参加国际科学和专业咨询委员会-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国际科

学和专业咨询委员会-举行的犯罪和技术：条例、执法和研究新领域国际会

议，2003 年 11 月 25 至 12 月 3 日在意大利白山利库马举行。 

18. 参加国际社会防卫学会(社防学会)主席和拉曼查卡斯蒂利亚大学校长，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教授举行的委员会会议，2003 年 10 月 30 至 11 月 1 日在

西班牙托莱多举行。 

19. 第四届缓刑国际讨论会-社区对据政审判制度的贡献-的组织者。联合王国、

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经验-肯尼迪大学和赫尔大学，国际预防犯罪和司法合

作中心合作，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2003 年 9 月 25 至 27 日。 

20. 第五届关于促进被拘禁者重返社会和康复有效措施训练班讲演人，该训练班

与日本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并由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古巴、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

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乌拉圭和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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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惩罚制度负责人参加，还邀请作为拉美防犯所顾问委员会-拉丁美洲预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参加拉美防犯所顾问委员会专

家会议，2003 年 7 月 15 至 18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21. 应联合国维也纳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的邀请，作为题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标准的适用专家会议的讲演人和参加人，奥地利维也纳，2003 年 2
月 10 至 12 日。 

22. 作为社防学会(国际社会防卫学会) 成员参加社防学会成员大会特别会议和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国际科学和专业咨询委员会举行关于贩

卖：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网络和后勤的国际会议，意大利利库马，

2002 年 12 月 5 至 6 日。 

23. 第三届国际缓刑讨论会-缓刑作为犯罪政策手段-非拘禁措施 低限度标准规

则的组织者和讲演人。联合王国的经验和拉丁美洲的情况，由内乌肯城的

Comahue 国立大学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学院举行，还由约翰肯尼迪大学、

英国文化委员会、赫尔大学(联合王国)、Federal Capital 出狱犯人护导会、内

乌肯省政府和司法部、内乌肯社会安全和司法副部长、内乌肯判刑执行署、

预防犯罪和司法国际合作中心举办以及司法和人权部、内乌肯省法官协会、

内乌肯惩罚政策委员会、内乌肯律师会和内乌肯警察署给予合作和赞助，

2002 年 9 月 19 至 20 日。 

24. 在促进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其附加议定书议会日中的

讲演人（第一个题目：“Integración e impacto de la Convención en la legislación 
penal sustantiva y procesal de los países miembros del Parlatino”），由总统、防

止吸毒和打击贩毒方案编事务局、拉丁美洲议会和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

罪办事处（药管办事处）国际中心举办，并由名誉参议员议员和名誉众议员

赞助，2002 年 8 月 29 至 30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25. 在伊比利亚-美洲刑事审判和司法改革讨论日中的讲演人，由国家刑法学院

（墨西哥）举办，2002 年 7 月 1 至 5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 

26. “在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框架内儿童和少年人权”国际会议的讲

演人,保护儿童国际第 8 届国际大会，由保护儿童国际 2002 年 5 月 17 至 19
日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行。 

27. 咨询委员会审查 2002-2003 两年期工作会议，国际人权法研究所，2002 年 2
月 20 日。 

28. 研究生课程外聘讲师：“受害论第二讲——从犯罪学视角探讨受害过程”。联

合国有关受害者的文件；国际法院海牙；2001 年由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心理学

系研究所举办预防犯罪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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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全球化和公正”讨论会讲演者，由法律研究中心、高等法院、查科法律机

关 2001 年 12 月 19 日在查科省省会雷西斯腾西亚高等法院，多用途厅举行。 

30. 第五届国家法律培训大会讲演者,火地皮西亚高等法院、阿根廷省高等法院和

联邦法庭 2001 年 11 月 29，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火地、南极和南大西洋岛省, 
Ushuaia 举行。 

31. 参加“有组织犯罪-贩毒-技术调查”日，由意大利共和国检察官，Roberto 
Scarpinato 博士、Massimo Russo 博士和 Geatano Pazi 博士发言，预防犯罪和

打击贩毒方案编事务局、国家检察院(国家总统办公厅)2001 年 11 月 6 日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举办。 

32. 讲演者，“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规范和实践，

拉丁美洲议会间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和拉丁美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第十四届会

议，《罗马条约》及国际刑法执行情况”，2001 年 10 月 26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举行。 

33. 讲演者，全球化和保证-在“公正、儿童和人权服务日”，由高等法院法律研

究所和支助未成年人局发给他这个证书，2001 年 10 月 5 日马德普拉塔。 

34. 讲演者，“受害论第二讲-从犯罪学视角看受害过程”,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研究

课程，由心理学系研究生学院，Hilda Marchiori 博士主持，2001 年 10 月 6
日在科尔多瓦皮西亚大学，Enrique Barros Enfermera Gordillo Gomez 健康学

研究院举办。 

35. 第二届国际缓刑讨论会组织者-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经验：改革社区体制-2001
年 9 月 20 至 21 日，法官学院-司法机构、阿根廷萨尔塔城，由英国文化委

员会、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赫尔大学 (联合王国)、Federal Capital 出狱

犯人护导会、萨尔塔司法机构法官学院及合作中心举办，并由国家司法和人

权部、劳工部及社会保险部提供合作和赞助。 

36. 关于促进囚犯重新融入社会的有效措施第三期国际培训班的外聘讲师，由日

本协力事业团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拉丁美洲研究所举办，2001 年 7
月 16 至 2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37. “Entorno laboral libre de alcohol y drogas”论坛的讲演者和参与人，2001 年

6 月 26 至 27 日在阿根廷共和国，防止吸毒和打击贩毒方案编制事务局，国

家总统办公厅举行。 

38. 参加国际人权文书监督委员会定期报告国家讲习班，人权局、司法和人权部，

由司法和人权部人权局举办（在阿根廷政府和联合国人权高级官员之间签订

的公约的框架内），2001 年 4 月 18，19 至 20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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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lobalización,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justicia penal”的讲演者，在法医专门

讲习班结束时演讲，当时授予“杰出贵宾荣誉，确认其科学和教育业绩”，

图库曼国立大学，医学系，图库曼 San Miguel，2000 年 11 月 24 日 

40. 贩毒和有组织犯罪委员会研讨会的讲演者，拉丁美洲议会、常设总部，委员

会秘书处，2000 年 11 月 15 至 18 日在巴西 San Pablo 举行。 

41. “El crimen como conflicto social”的讲演者，在阿根廷共和国第二届国际大

会和第一届拉丁美洲法医大会上演讲，向 Angel Tullio 博士表示敬意，由

Federal Capital 法医学院、阿根廷共和国法医学会和阿根廷共和国法医协会

2000 年 11 月 14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el Circulo de Ofiiales 举行。 

42. “Tres estudios de sociología en Miguel Herrera Figueroa”讨论会的讲演者，向

Miguel Herrera Figueroa 博士表示敬意，由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 2000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举行。 

43. “Estructura social, imputabilidad y sistemas jurídicos”的讲演者，在关于“La 
sociología jurídica en la Argentina y su relación con las distintas ramas del 
derecho: la situación actual y las posibilidades en el siglo XXI”法律社会学国家

大会上演讲，由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法律和社会学系，法律文化研究所秘书

处 2000 年 11 月 2，3 至 4 日举办。 

44. “Globalización y derecho penal”的讲演者，第五个模式，刑法和适用犯罪学

讨论会，由 Aconcagua 大学心理学系犯罪学讲师和 Manuel A Suez 培训和法

律研究中心、门多萨 高法院 2000 年 10 月 20 日举办。 

45. “Las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del Proceso Penal. El derecho a recurrir del 
fallo ante Juez o Tribunal Superior. Concepto. Contenidos. Alcances. ¿El recurso 
de casación previsto en el orden local satisface la garantía de la doble instancia? 
Análisis jurisprudencial de su aplicación actual; consecuencias y efectos”的讲演

者，第四届公设辩护部年会和第三届官方和公设辩护实践讨论会，由公设辩

护部，国家辩护署举办，布宜诺斯艾利斯，2000 年 10 月 12 至 13 日。 

46. “Temas de derecho penal y procesal penal”讨论会，外聘讲师：Mario Pisani y 
Adolfo Ceretti，在 Arturo Frondizi 总统办公厅举行，由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

学、和国际科学和专业咨询委员会（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国际

科学和专业咨询委员会）2000 年 8 月 28 至 29 日举办。 

47. 关于缓刑问题国际讨论会：“La experiencia Argentina y del Reino Unido: hacia 
el mejoramiento de la institución en la comunidad”，由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

英国文化委员会、赫尔大学、出狱犯人护导会和国际预防犯罪和司法合作中

心于 2000 年 8 月 24 至 25 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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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Criterios referidos a la edad adecuada para establecer la responsabilidad penal. 
Estructura social. Edad de imputabilidad y sistema jurídico”讲习班的讲师，2000
年 6 月 23 至 24 日在萨尔塔举行，由萨尔塔司法机构和法官学院举办。所发

表的文章：Estructura social, imputabilidad y sistemas jurídicos 

49. 在“预防有组织犯罪和洗钱的新战略”讨论会期间的“当今世界的洗钱问题

和新预防战略”专题研讨会的讲演者，由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 200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 

50. 应邀参加“Convivencia Escolar y Violencia”大会，由教育部及儿童和少年特

别方案协调部际机构，省政府 2000 年 5 月 16 至 17 日在科尔多瓦举办。 

51. 题为“Criminal Justice in Practice in the Probation 2000 Conference”会议的参

加者，第二届伦敦中心会议，英国，2000 年 1 月。 

52. 在“El juzgamiento de los crímenes internacionales en un mundo globalizado”讨

论会期间的第二次专题研讨会“Alcances de la globalización jurídica. La 
cooperación judicial en materia de responsabilidad individual por crímenes 
internacionales”的讲演者，由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的国际法研究所、司法

部 1999 年 11 月 15 至 16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 

53. 第十七届边界讨论会，“Crimen organizado en el Mercosur”，由警察高级学院

1999 年 10 月 14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 

54. 国际会议：“El papel de la comunidad en las estrategias de seguridad ciudadana”，
由 el Orden de Martillo 举办和在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新闻和文化处的赞助

下，1999 年 3 月 9 日。 

55. 在第十五届青年和家庭问题法官国际大会期间举行的 “Juventud y Cambios 
Sociales. Nuevos Desafíos para la Justicia, la Política y la Sociedad”的法官会议

的外聘讲师，由阿根廷儿童和家庭法官和执法人员协会 1998 年 11 月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举办。 

56. 南锥体共同市场犯罪学和犯罪政策论坛的讲演者，还参加会期讲习班就各种

建议性题目举行的讨论，又参加制定《Puerto Alegre 犯罪学宪章》，由刑法

国际协会巴西利亚团体、南里约格朗德联邦大学法律系和巴西 Luterana 大学

举办，1998 年 10 月 18 至 25 日在巴西联邦共和国，南里约格朗德州 Puerto 
Alegre 举行。 

57. Triversitario 大会“Significativo anti-individualismo”，由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

学 1998 年 10 月 1 至 3 日举办。 

58. 预防犯罪和司法，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法律博士，1998 年 6 月 3，4 至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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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第三届联邦法庭庭长和法官会议，Vicente Lopez，1998 年 4 月 6 至 7 日。 

60. 参加“少年犯罪” 专题研讨会，在区域刑法和刑事诉讼日及第四次区域儿

童和少年问题讨论会期间举行，由 Patagonia 大学法律系举办，丘布特省

Trelew，1997 年 11 月 14 日。 

61. 参加“Legislación y realidad penitenciaria: problemas y posibles soluciones”专

题研讨会，在第二届南锥体共同市场国家惩罚问题论坛第三届会议：

“Problemas de armonización legislativa y prácticas de ejecución penal”期间举

行，门多萨省，Aconcagua 大学心理学系总部，1997 年 11 月 12 日。 

62. 关于“腐败”题目的论文，根据《美洲条约》，由罗萨里奥律师会刑事诉讼

法和刑法学研究所邀请，皮西亚圣菲，1997 年 10 月 30 日。 

63. 大会校长国际讨论会组织者，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1997 年 10 月 19 日。 

64. “Teoría de la criminalidad I y IP” del Magíster en Criminología”讲习班的讲

师，1997 年犯罪学老师，Aconcagua 大学心理学系，阿根廷门多萨省，1997
年 6 月 12-14 和 9 月 18-20 日。 

65. 在反对犯罪剥削儿童日演讲，Garrigos 中心举行，由国家儿童和家庭事务委

员会 1997 年 5 月 16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 

66. 第二届伊比利亚-美洲社会心理学大会和第七届阿根廷社会和政治心理学大

会的外聘讲师，布宜诺斯艾利斯 ，由阿根廷约翰肯尼迪大学、阿根廷社会

和政治心理学学会、阿根廷心理学学会及阿根廷信息学会 1997 年 5 月 7 至

10 日举办。 

67. 在为国家法律机构法官和执法人员举行的国家战略情报讨论会上就

“Aspectos generales del narcotráfico”发表演讲，由国家情报学院、国家情报

局、国家总统办公厅 1996 年 12 月 12 至 13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马德普拉

塔举办 。 

68.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justicia penal en Argentina”专题研讨会的组织者，美

国犯罪学协会，美国芝加哥，1996 年 11 月 21 至 24 日。 

69. 参加“Feel Safe, Be Safe on Public Transport”会议，由预防犯罪国际中心、

国际公共运输联合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城市安全论坛支助。由荷兰运输部，

公共工程管理局给予组织这次会议的任务。会议 1996 年 11 月 20 至 22 日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 

70. 第一届“Ética y responsabilidad profesional”国际大会，文化基金会，诊所、

疗养院和医院协会，阿根廷犯罪学学会，Palermo 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6 年 11 月 5 至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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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Juicio por Jurados”美国新闻处，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6 年 10 月 30 至 31
日。 

72. “有组织犯罪”论文，图库曼国立大学，法律和社会学系，刑法研究所，图

库曼省，1996 年 10 月 24 日。 

73. 参加国际监察员研究所的第六届国际大会，1996 年 10 月 20 至 24 日。 

74. 参加第一届拉丁美洲打击贩毒犯罪律师大会的第三个专题研讨会，由阿根廷

司法论坛公报-权威报告举办，1996 年 10 月 17 至 18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Ceasar Park 举行。 

75. 在吸毒现实和前景多学科讨论会期间就药物和法律制度（立法和社会行为；

处理吸毒者的法律标准；惩罚吸毒者和打击贩毒机制）的题目发表演讲，由

国际关系基金会举办，为庆祝教科文组织五十周年和在 B&Q S.A.的赞助下，

1996 年 10 月 8-15 至 22 和 29 日。 

76. 参加“Civitas Panamericano: Educación para la Democracia”的讨论，布宜诺

斯艾利斯，1996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 

77. 提出题为“Las cárceles en el derecho comparado”关于 “La situación actual y 
perspectivas del régimen carcelario”的论文，融合基金会，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6 年 9 月 10 日。 

78. 社会改革和变革计划讨论会，在新司法基金会的会议厅举行，由刑法学和

社会学比较研究所；大学促进组织的司法发展中心举办，在 Konrad 
Adenauer 基金会和新司法基金会的赞助下，布宜诺斯艾利斯，1996 年 9
月 3 日。 

79. 第一届拉丁美洲打击贩毒犯罪律师大会，发表题为“Análisis de la posibilidad 
de crear un tribunal regional de justicia”的演讲，由阿根廷司法论坛公报-权威

报告举办，1996 年 8 月 22 至 23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Ceasar Park 举行。 

80. 发表题为“El menor ante el delito. Etiología. Punibilidad e Imputabilidad. 
Tendencias legislativas actuales y el superior interés del niño”的论文，1996 年

8 月 20 日。 

81. 公共道德国际讨论会，参加政府道德圆桌会议，公共道德基金会，美国新闻

和文化处（美国新闻处），Merck Sharp & Dohme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6 年 8 月 14 至 15 日。 

82. 在全球化和法律秩序国家日第二天发表演讲“全球化和犯罪”，由 Cuyo 国立

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和法律系举办，1996 年 6 月 20，21 至 22 日在门多萨皮

西亚高等法院审判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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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南锥体国家 B 工作小组会议，国际缉毒会议，国家总统办公厅，阿根廷，1996
年 6 月 25 至 27 日。 

84. 参 加 “ Leras Jornadas del Mercosur y Chile sobre crimen organizado 
-Migraciones ilegales y documentación fraudulenta-”讨论会，由阿根廷联邦警

察举办和在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和外交、国际贸易和信仰部赞助下 1996 年 4
月 17，18 至 19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总署总部举行。 

85. 第一届有组织犯罪和公共行政部门的腐败问题国际讨论会的主席和讲演者。

刑法制度，国际刑事司法（在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州大学）、安全局（布宜诺

斯艾利斯省）和联合国国际预防犯罪和司法合作中心，马德普拉塔，1996
年 3 月 7 至 8 日。 

86. 在国家战略情报讨论会上就“贩毒问题”发表演讲，国家总统办公厅、国家

情报局、国家情报学院、马德普拉塔，1995 年 11 月 23 至 24 日。 

87. 参加“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专题研讨会，阿根廷工商和生产会，联合国（新

闻部/联合国），布宜诺斯艾利斯，1995 年 11 月 22 日。 

88. 为未成年人法官和检察官举办题为“Actualización en Derecho de Menores”
的讲习班的讲演者，法官委员会、司法机构基础设施项目协调组、法官学

院、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委内瑞拉加拉加斯，1995 年 10 月 30 至 11
月 4 日。 

89. 在国家战略情报讨论会上就“贩毒问题”发表演讲，国家总统办公厅、国家

情报局、国家情报学院、门多萨省，1995 年 10 月 26 至 27 日。 

90. “Yo Soy”（儿童特性权利），国家儿童和家庭事务委员会，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5 年 10 月 23 至 24 日。 

91. David Pedro R (伊比利亚-美洲社会学协会主席)，“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系统

内新的扩大作用：国际协调委员会在四个大社团中（国际刑法协会、国际犯

罪学学会、国际社会防卫学会、国际刑罚和感化基金会）对动员国际科学家

广泛参加联合国在合作打击犯罪方面的活动的特别贡献”的发言人，为庆祝

联合国五十周年，1945-1995 年，在意大利国家委员会、国际法律、社会和

经济中心，基金会、国际科学和专业咨询委员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的赞助下，意大利库马约尔勃朗峰，1995 年 10 月 15 至 16 日。 

92. 缓刑问题会议（法官周），图库曼巡回法官，图库曼国立大学法律和社会学

系，司法宫，图库曼皮西亚，1995 年 9 月 14 日。 

93. 在“Curso de inteligencia estratégica para magistrados y funcionarios del poder 
judicial y del Ministerio Público de la Nación (Política global del narcotráf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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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表学术演讲，国家总统办公厅、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学院、图库曼省

Tafi del Valle ，1995 年 11 月 24 至 25 日。 

94. 在儿童法官和执法人员协会的第二个东北阿根廷区日发表“La Probation en 
el juicio de menores”的演讲，阿根廷儿童司法的法官和执法人员协会，萨尔

塔皮西亚，1995 年 8 月 11 至 12 日。 

95. 在国家战略情报讨论会上就“贩毒问题”发表演讲，国家总统办公厅、国家

情报局、国家情报学院、伊瓜苏，1995 年 6 月 15 至 16 日。 

96. “La mediación en conflictos ambientales”，美洲调解协会，阿根廷国际关系

理事会（环境研究基金会）和环境和自然资源基金会，布宜诺斯艾利斯，1995
年 6 月 12 日。 

97. 关于“Suspensión del juicio a prueba”的国际讲演者，联合国新闻处，布宜诺

斯艾利斯，1995 年 5 月 15 至 16 日。 

98. 作为观察员参加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3 年 7 月 27 日第 1993/32 号决议批

准的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由奥地利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举办，1995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8 日在埃及开罗举行。 

99. 第一届拉丁美洲惩罚政策讨论会的组织者和讲演者，国家司法部、惩罚政策

和融入社会局，布宜诺斯艾利斯，1995 年 3 月 26 至 30 日。 

100. 在国家司法机构和公共事务部法官和执法人员讨论会上发表演讲，阿根廷总

统办公厅、国家情报局、San Carlos de Bariloche，1995 年 3 月 23 至 24 日。 

101. 在第二个犯罪和预防犯罪日发表题为“联合国在预防吸毒和贩毒方面的努

力”的演讲，预防犯罪研究所，科尔多瓦，1994 年 9 月 8 至 9 日。 

102. 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布宜诺斯艾利斯，1994 年 8 月。 

103. 在“Justicia y Desarrollo: Agenda para el siglo XXI(El rol de la Universidad 
frente al nuevo derecho)”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国家规划部、司法和法律部

和美洲开发银行，哥伦比亚波哥大圣菲，1994 年 4 月 20 至 22 日。 

104. 发表题为“Los niños y jóvenes en el umbral del siglo XXI”的演讲，智利大

学法律系，1994 年 4 月 4 至 5 日。 

105. 第一个国家媒体和预防犯罪日的组织者和讲演者，门多萨，1993 年 11 月

25 至 27 日。 

106. 发表题为“Constitución y garantías fundamentales. Reglas mínima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a reforma del proceso penal”的演讲阿根廷共和国工

商和生产会及美洲社会学学会，布宜诺斯艾利斯，1993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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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第一届国家司法行政大会（“发展中国家的司法改革”），智利共和国 高法

院，1993 年 10 月。 

108. 第一个和第二个犯罪和预防犯罪日的讲演者，科尔多瓦，1993-1994 年 

109. 在国家司法机构和公共事务部法官和执法人员讨论会上发表演讲，阿根廷

总统办公厅、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学院，布宜诺斯艾利斯，1993 年 6 月

28 至 30 日。 

110. 第一个犯罪和预防犯罪日的讲演者（社区和预防犯罪：比较前景），预防犯

罪研究所，皮西亚科尔多瓦，1993 年 6 月 24 至 25 日。 

111. 伊比利亚-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伊比利亚美洲日的讲演者，格拉纳达大

学，刑法系和犯罪学大学间安达卢西学院 (格拉纳达部分)西班牙格拉纳

达,1992 年 5 月 4 至 7 日。 

112. 美洲犯罪学学会关于“在拉丁美洲的犯罪和发”讨论会主席，华盛顿市，

1981 年 11 月 14 至 18 日。 

113. “犯罪和联合国”，布宜诺斯艾利斯，1981 年 8 月 17 日。 

114. “通奸罪方面的不同文化问题”，墨西哥华雷斯自治大学，1981 年 4 月 30
日。 

115. “少年犯”，泛美犯罪学大会，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 年 11 月。 

116. “美洲少年司法”，联合国，内华达里诺，1979 年 5 月。 

117. “预防犯罪和待遇”，第十届青年法官世界协会，加拿大蒙特利尔，1978
年。 

118. “研究拉丁美洲的比较刑法”，美洲犯罪学学会, 佐治亚亚特兰大，1977 年。 

119. “犯罪学的现有看法”，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学研究中心，1975 年 8 月 5
日。 

120. “不守纪律未成年人行为的成因”第十四届美洲儿童研究所大会，智利圣

地亚哥， 

121. “关于少年犯，犯罪，法律程序和社会的不同文化比较。俄亥俄州托莱多

和阿根廷罗萨里奥的案例”，美洲犯罪学学会,波多黎各，1973 年 8 月。 

122. “综合理论和社会学”，第八届哲学大会，巴西利亚,1972 年 11 月。 

123. “拉丁美洲法律制度的社会学前景”，社会学国际研究所大会，委内瑞拉加

拉加斯, 197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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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拉丁美洲犯罪问题”，第一届美洲犯罪学协会国际会议，委内瑞拉，1972
年。 

125. “意识形态和社会”，阿根廷社会学学会日，阿根廷科尔多瓦皮西亚，1972 年。 

126. “对社会法律制度现代化的贡献”，第四届阿根廷社会学学会会议，阿根廷

罗萨，1971 年 5 月。 

127. “暴力和社会法律制度”，第二届阿根廷社会心理学协会会议，阿根廷马德

普拉塔，1971 年 4 月。 

128. “在阿根廷犯罪学的教育”，第十四届犯罪学协会会议，阿根廷门多萨皮西

亚，1969 年。 

129. “社会学比较研究问题”，第二十届社会学国际研究所大会，西班牙马德里，

1968 年。 

130. “阿根廷的社会结构”，第二十届社会学国际研究所世界大会，科尔多瓦，

1968 年。 

131. “机能主义和社会变革”,阿根廷社会学学会，阿根廷图库曼，1965 年。 

132. “犯罪发展的备选战略：适用于其他文化的理论”，与 Lois B. DeFleur 
合作，美洲社会学协会，美国波士顿，1963 年。 

133. “在 Farias Brito 的著作中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哲学”，巴西利亚哲学学会，

巴西，1963 年。 

134. “拉丁美洲社会发展中社会学法律工作”，阿根廷社会学学会，阿根廷查科

省，1963 年。 

135. “Jerome Hall 和 Miguel Reale：综合哲学的两种前景”，第二届巴西利亚社

会学大会，巴西圣保罗，1959 年。 

136. “关于美国社会学教育的报告”，第一届阿根廷社会学大会，阿根廷门多萨，

1959 年。 

137. “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方面”，社会学和法医学会，阿根廷图库曼，1959 年。 

138. “社会阶层研究技术目标”，阿根廷社会学学会，阿根廷科尔多瓦，1954 年。 

139. “少年犯的冲突”，第二届阿根廷心理学大会，阿根廷图库曼，1953 年。 
 

 十. 学术和为社区服务委员会 
 

1. 美国和教育交流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Fullbright 委员会，1998 年至今，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57
 

 A/59/888

2. 分析心理学培训和研究协会的科学委员会的名誉成员，国际分析心理学协会

发展小组，2000 年。 

3. 新墨西哥大学校长关于大学学院特别委员会的成员，美国新墨西哥，1980
年。 

4. 新墨西哥大学校长关于建立美洲研究所特别委员会的主任，美国新墨西哥阿

尔伯克基。 

5. 新墨西哥大学法律系甄选系主任委员会的主任，美国新墨西哥。 

6. 新墨西哥大学出版委员会的成员，美国新墨西哥，1975-1978 年。 

7. 新墨西哥大学，多学科集中研究文科系和理科系委员会的成员，美国新墨西

哥。 

8. 新墨西哥州州长刑事司法规划委员会的成员，美国新墨西哥，1972-1976 年。 

9. 阿尔伯克基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成员，美国新墨西哥。 

 十一. 加入或为会员的专业学会 
 

1. 泛美犯罪学学会，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年。 

2. 国际社会防卫协会副秘书，至今。 

3. 美国犯罪学学会。 

4. 伊比利亚美洲社会学学会，1974 年，担任主席至 1995 年。 

5. 拉丁美洲研究所。 

6.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 

7. 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8. 美洲社会学协会。 

9. 美洲政治和司法哲学学会。 

10. 美洲外国法协会。 

11. 美洲律师会。 

12. 阿根廷社会学学会。 

13. 俄亥俄山谷社会学学会。  

14. Alpha Kappa 三角洲——社会学名誉学会。 

15.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律和社会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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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学研究中心。 

17. 图库曼犯罪学和法医学会，阿根廷图库曼省。 

18． 阿根廷和北美洲研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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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哈迈德·法拉瓦提(Ahmad Faramaty)(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0 年 1 月 1 日，大马士革 

学历： 法学学士，大马士革大学，1960 年 

从事下列司法职务  

 - 总检察官，大马士革 

 - 初审法庭（刑罚）法官，大马士革 

 - 调查法官，大马士革 

 - 仲裁法官，大马士革 

 - 刑事法庭庭长，大马士革郊区 

 现在司法部的立法厅担任顾问，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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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瓜温扎（Elizabeth Gwaunza）(津巴布韦) 
 
 

  出生日期：   1953 年 6 月 15 日 

婚姻状况： 已婚，3 名子女 
 

  学历 

- 津巴布韦大学法学博士，1986 年 

- 津巴布韦大学法学学士，1977 年 

- 草拟法规方面的文凭和证书 

- 性别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证书 

- 妇女法文凭 

- 目前正在修读妇女法哲学硕士 

  工作经验 

2002 年-现在 津巴布韦 高法院上诉法官，审理 高法院的民事、

刑事和宪法方面的上诉案件。 

2002 年 5 月-2002 年 11 月 津巴布韦 高法院代理上诉法官。 

2001 年 1 月-2002 年 5 月 法律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负责： 

 - 促进法律的发展和改革； 

 - 为简化各门法律提出建议； 

 - 为法律管理和司法提出新的或更有效的程序； 

 - 编写执行委员会各项建议所必需的法案，连同报

告一并提交。 

1998 年 8 月-2000 年 12 月 津巴布韦高等法院法官，就刑事和民事事项包括治安

法庭的上诉案件进行裁决。 

1990 年 2 月-1998 年 8 月 非洲南部研究信托基金妇女和法律国家协调员。对影

响 7 个南共体国家的妇女的法律进行长期研究，并负

责对所有项目基金的行政和财政管理以及监督项目

工作人员。 

1984 年 3 月-1989 年 12 月 司法部法律干事，高级法律干事和首席法律干事，向

贫困民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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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 月-1981 年 5 月 在契约、公司和专利登记办公室担任契约审查员。 

 其他资料 

a. 1987 年在津巴布韦高等法院从事法律工作。 

b. 担任许多非政府妇女组织的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 Musasa 项目（家庭暴力及

其他暴力的妇女受害者研究和辅导信托基金）以及妇女领导和施政研究所。 

c. 遗嘱和遗产项目(国际开发部和司法、法律和议会事务部的一个合办项目)主
任。这是一个多媒体通信项目，负责向社区、司法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讲授遗

产法。 

d. 津巴布韦妇女法官协会创始人和前会长。 

e. 几个妇女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曾经参加许多关于妇女和其他发展问题的国

家、区域和国际讲习班、讨论会和会议。 

 出版物 

单独和（或）与其他人参与下列出版物的研究、编写和制作： 

•  A Guide to the Maintenance Law in Zimbabwe — WLSA educational 
pamphlet 

•  Inheritance — What it Means for Families in Zimbabwe — WILDAF 
educational pamphlet 

•  Family Law Customs and Practices in Zimbabwe — ZIM/NORAD 
handbook 1994 

•  Women and Land Rights in Resettlement Areas in Zimbabwe — WLSA 
educational pamphlet 1994 

•  Maintenance in Zimbabwe — WLSA research report 1992 

•  The Situation of 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 
Zimbabwe — UNICEF commissioned study 1993-1994 

•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Family in Zimbabwe — WLSA research report 
1998 

•  Paradigms of Exclusion: Women’s Access to Resources in Zimbabwe — 
WLSA research report 1998 

•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Women and Justice Delivery in Zimbabwe — 
WLSA research repor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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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Joy or Despair — WLSA research report into 
“Women and gender-generated crimes of violence” 2001 

 未发表的论文 

•  The Legal Situation of Women in Zimbabwe — written for and presented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Women’s Affairs at 
several forums. 

•  Women and Law in Zimbabwe — presented at ZIM/NORAD Women and 
Law Workshop for senior civil servants 1992 

•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Zimbabwe — presented at 
the Human Rights Trust Workshop, Port Elizabeth, South Africa, 1993 

•  Women, Law and Democracy: the Impact of Colonial Transformation on 
Family Life and the Posi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Zimbabwe — 
written for UNICEF publication “Transcending the Legacy: Children in the 
New Southern Africa” 1994 

兴趣 

 阅读、旅游和与社会弱势群体合作并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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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顿·帕西瓦尔·柯蒂斯·霍尔(Burton Percival Curtis Hall) 

(巴哈马) 
 
 

Burton Percival Curtis Hall于2001年9月15日担任首席法官和司法机构主任之职。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7 年 12 月 10 日，巴哈马拿骚 

学历：伯顿先生于 1974 年在西印度群岛大学获得法学学士，成绩优等，并于 1976
年获得西印度群岛法律教育委员会法律教育证书。 

专业：伯顿先生于 1968 年开始其公职生涯、在开始法律研究之前担任议会缓刑

监视官和办事员。 

 他于 1976 年进入律师界，在检察总长办公室担任助理顾问,并在该办公室逐

步晋升（担任支薪和巡回治安法官，为期两年）。1990 年 10 月被任命为 高法院

法官，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他任司法部副部长时代表巴哈马出席贩毒和经济犯罪

问题区域会议。 

 他从 1991 年 2 月 1 日起被确认为 高法院法官，在该办公室主持刑事、民

事、宪法和家事方面的工作，直到 1997 年 4 月 1 日被指派到上诉法庭。2001 年

9 月 4 日辞退上诉法官之职，担任目前的职位。 

 1998 年期间，霍尔法官被任命为全国犯罪委员会主席，于该年 11 月 30 日向

政府汇报。 

 1999 年，伯顿先生被任命为美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任期 3 年，2002
年再获任命，任 后一期，任期 3 年，至 2004 年终止。 

 除了现职之外，他也是法律教育委员会 Eugene Dupuch 法学院宪政法和法制

课程主任。 

 2002 年 6 月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 Dalhousie 大学法学院完成了英

联邦司法教育研究所的课程，成为该研究所的研究金学员。 

 根据巴哈马的习惯做法，成为首席法官后，他被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封为爵

士（巴哈马于 1973 年独立，独立后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继续担任宪政首脑）。2003
年，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宗座封为爵士,赐予圣西尔维斯特勋章。 

家庭生活：已婚，有 3 名成人子女，2 名孙子。 

 



 

64 
 

A/59/888  

  弗雷德里克·哈霍夫（Frederik Harhoff）（丹麦） 

  个人数据 

全名： George Frederik Krogh Harhoff 

出生地点和日期： 1949 年 5 月 27 日，丹麦，哥本哈根 

1969 年： 毕业于 Herlufsholm 大学 

1969-70 年： 在丹麦海军服兵役〔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岸外〕 

1986 年： 与 Suanne Christensen 结婚，有 3 名子女，1 名于 1978
年出生,其他 2 名于 1983 年出生 

  学历 

1993 年 6 月： 哥本哈根大学法学博士（博士论文为：土著民族自决权

与国际法，共 563 页） 

1977 年 6 月： 哥本哈根大学法学系法学硕士 

  履历（按日期逆序先列出现职） 

2002 年 10 月：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庭高级法律干事 

2002 年 1 月-10 月： 哥本哈根大学国际法高级讲师（大学讲师） 

2001 年 3 月-12 月： 丹麦东区高等法院法官 

1998-2001 年： 哥本哈根大学国际法副教授 

1996-1998 年： 坦桑尼亚阿鲁沙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庭高级法律

干事 

1988 年 1 月-10 月： 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法学系客座教授 

1985 年： 哥本哈根大学法学系国际法助理教授 

1980 年 10 月： 哥本哈根大学法学系研究生 

1978-1980 年： 哥本哈根 S.A.Vistisen 私人律师事务所助理诉讼律师 

  特别任务、任命和其他工作经验 

2003 年-： 丹麦司法部属下的管辖权问题委员会成员 

2001-2003 年： 格陵兰宪政和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2000-2002 年： 格陵兰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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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0 年： 丹麦出席纽约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参

加草拟程序和证据规则和犯罪要件，在法院管辖范围内

工作 

1999 年-： 丹麦红十字会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1998 年 7 月： 丹麦出席关于设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会议代表团

成员 

1994-1995 年： 北欧国际法学报编辑委员会成员，北欧国际法学报编辑 

1993-1995 年： 丹麦难民委员会（Flygmingenaevnet）成员 

1993-1995 年： 丹麦人权中心理事会成员 

1990-1993 年： 法学院国际法和欧盟法律系系主任 

1988-1989 年： 哥本哈根大学 高委员会（Konsistorium） 

1985-1987 年： 丹麦联合国协会理事会成员 

  教学 

1981-2002 年： 在哥本哈根大学法学系和瑞典 Lund 的拉乌尔·沃伦贝

格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研究所讲授国际公法 

2002-2004 年： 为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举办关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人道主义法律问题的培训班 

1983-2002 年： 几次在哥本哈根大学法学系讲课，讲授关于下列科目的

硕士学位课程（每学期 1 个科目）： 

 - 对战争罪行的国际起诉； 

 - 武装冲突国际法； 

 - 国际法和欧洲安全政策； 

 - 国际海洋法； 

 - 国际环境法； 

 - 国际人权； 

 - 国际土著民族自决权。 

  出版物 

国际法教科书，2004 年(联合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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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主义法论文，1995 年（丹麦文） 

土著民族自决权，1993 年(论文，丹麦文) 

关于国际公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许多文章 

1980-2004 年(英文，法文和丹麦文) 

  语言能力和电脑技术 

母语：丹麦语 

精通英语和法语 

能讲和读德语 

精通 Word 和 Word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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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霍普费尔（Frank A. Höpfel）（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法学院 

Schottenbastei 10-16 

1010 Vienna, Austria 

frank.hoepfel@univie.ac.at 

 

履历 

 霍普费尔教授出生于 1952 年 12 月 16 日。曾就学于因斯布鲁克大学、日内

瓦大学、图宾根大学和剑桥大学。1974 年完成了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因斯布鲁克

大学）。他的学术事业始于因斯布鲁克大学。1994 年以后在维也纳大学法学院担

任刑法和犯罪学系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讲座教授。 

 国际刑法是他教学与研究的重点。他的客座教授经验包括：1994 年，得克萨

斯圣安东尼奥的圣玛丽大学法学院；1999 年，芬兰的图尔库大学；2002 年和 2005

年，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2003 年以后则进入设在维也纳的“贝卡里亚

国际和欧洲刑法学院”。 

 除了学术工作之外，他的实务经验包括在奥地利与土耳其和欧洲人权法院担

任辩护律师。他曾担任奥地利司法部和议会数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他参加过欧

洲联盟——中国人权对话。自从 2001 年以后，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人权高专办）的顾问，同中国外交部合作致力于修订中国的刑法。 

 他曾在 15 个国家（包括德国、瑞士、波兰、西班牙、美国、日本、中国）

发表过 80 次关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比较法和国际法专题的演讲。他曾同别人

合著和合编过十本书及对奥地利刑法的重要评注，以及以德文、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写作的大约 50 篇对书籍和法学期刊的投稿。 

 

 

mailto:frank.hoepfel@univie.a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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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韦塔纳·卡梅诺娃(Tsvetana Kamenova)(保加利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0 年 3 月 8 日出生于索非亚 

学历  

1963-1968 年 索非亚英文学校 

1968-1973 年 索非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1976-1979 年 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博士生 

1981 年 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 

1991 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法学院 

1992 年 法国斯特拉斯堡勒内·卡森学院 

学术和教学经历  

1979 年 保加利亚科学院国际法学部研究员；索非亚大学法学

院讲师 

1992-1999 年 普罗夫迪夫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 年至今 保加利亚科学院法律研究院主任；国际法学部主任 

1996 年至今 普罗夫迪夫大学国际私法和欧洲法教授 

1997 年至今 新保加利亚大学国际法教授 

2000-2001 年 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富布赖特奖

学金客座高级学者 

讲学 美利坚合众国圣迭哥大学（1992 年）；美利坚合众国

俄勒冈大学（2001 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01

年）；奥地利学院（2003 年） 

研究员 德国慕尼黑和汉堡，马克斯·普朗克学院；伦敦高级

法律研究所 

法律期刊编辑委员会 莱顿东欧法学评论；瓦莱塔地中海社会科学评论；普

罗夫迪夫大学年鉴 

组织成员  

1981 年至今 国际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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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8 年 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 

1998 年至今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名誉成员 

1994 年至今 保加利亚出席外交会议代表团成员 

2003 年至今 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领域专业经历 

1992 年至今 普罗夫迪夫大学教授人权课程 

1997-2003 年 欧洲联盟资助的数据保护、反歧视法、难民法和移徙

问题等项目顾问 

2002-2003 年 联合国塔吉克斯坦实地行动顾问（联合国和平建设办

事处） 

2004-2005 年 欧洲联盟资助的培训塞尔维亚司法人员项目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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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穆扎马勒·汗(Muhammad Muzammal Khan)(巴基斯坦) 
 

 

国籍： 巴基斯坦 

婚姻状况： 已婚 

出生日期： 1946 年 3 月 1 日 

出生地点： 巴基斯坦，旁遮普，锡亚尔科特 

学历 1968 年，锡扬尔科特 Murray 学院文学士，该学院是美国传教士在

该地区 早建立的教育机构之一。 

 1970 年，旁遮普大学法学学士，该大学不仅是巴基斯坦而且是南亚

历史 悠久的大学之一。 

专业 2003 年晋升为拉合尔高等法院法官。 

作为私人专业人员和检察官，献身法律执业 33 年，包括 10 年刑事

审判工作经验，除领导法官部门，担任法官时，有机会裁决不同性

质的案件，以审理谋杀案和国家问责局裁决而闻名。晋升为法官后

不久，裁决非法羁押和酷刑案件，包括第 76/2003 号刑事案件的裁

决。6 名警察被定罪，警察行为过分情况大大减少。作为律师和法

官曾为数百件受到报道的裁决作出贡献。 

资格 1985 年任巴基斯坦 高法院律师 

 1974 年获得高等法院律师许可证。 

 检察官：在巴基斯坦各区，国家通过检察官进行刑事案件起诉。检

察官有几个助理检察官协助。我有幸被任命为锡亚尔科特区助理检

察官，大量接触刑法,积累了丰富经验，以后的专业生涯也很受益。 

 1971 年成为律师。 

简况 生于律师和法官家庭。接受基础教育后，1970 年在区法院开始律师

执业，接触刑法和民法性质案件的审判工作。成为父亲的合作人。

父亲是著名律师。不久在区司法部门成为著名的律师和人权活动家，

当选为区律师协会秘书长。在此期间，在法律和人权方面积极进取。

执业期间，被任命为检察官以及不同区和分区律师协会成员，两次

当选为发放和撤销律师许可证的旁遮普律师理事会理事。旁遮普律

师理事会理事所属成员很多，包括 4/5 的区。作为代表，积极参加

该省律师的福利事务。该机构还监督联邦和省立法及其法律影响，

以确保同行和大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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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至 1996 年当选为旁遮普律师理事会主席，领导了许多涉及

执业律师不当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案件审判，案件裁决发表在各种法

律期刊上。作为主席，为律师的福利做了一些改革，提供财务和金

钱福利，包括保险，特别是为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新律师，尤其重视

年轻女律师。 

 通过改变模式和实行革命性的改革，改进了律师理事会的官方法律

杂志《巴基斯坦法律期刊》，使其成为巴基斯坦 全面和 优秀的杂

志，得到律师和法官的信赖，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期刊。 

 由于杰出的服务和律师界的信赖，2001 年，被拉合尔高等法院律师

协会成员以前所未有破记录的多数选举为协会主席。拉合尔高等法

院律师协会是亚洲历史 久和非常受尊重的协会，以其伟大的传统

闻名。担任主席期间，律师和法官间工作关系极好，为协会未来选

出的机构树立了榜样。我特别努力向青年律师灌输法律伦理观念。

在社区内部出现严峻局势或出现涉及律师和法官的严峻局势时，总

能和平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始终确保在道德或法律原则上不妥协。 

 曾以不同身份访问过一些国家， 重要的出国访问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 1. 作为旁遮普律师理事会主席，率领理事会考察

团访问纽约法庭，出席 U.N.O.大会会议。代表

团成员有机会同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交流。 

  2. 访问哈佛大学。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两次参加伦敦 Chancellery 街林肯律师学院晚

餐会法律讨论。作为旁遮普律师理事会主席，

率领理事会考察团，出席各种法庭的活动，此

外还就人权问题、巴基斯坦与其他欠发达国家

的状况发表演讲。 

 乌兹别克斯坦，

塔 什 干 ,Samarq

和 Bokhara(前苏

联) 

 作为旁遮普律师理事会当选成员，到几个法学

院，作为学者团体成员，为减少杀人现象被委

派进行刑法比较研究。 

 荷兰  访问阿姆斯特丹和海牙。 

语文 母语为旁遮普语和乌尔都语，掌握英语书面语和口语。 

技能 专于进行刑事审判控辩，包括看守人员杀人、非法拘禁、严重侵犯

人权、警察和特工的过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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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诘问和反诘问控辩双方证人； 

 解释和应用医疗判例原则； 

 解释武器和弹道学原理； 

 解释和应用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则； 

 专于进行涉及复杂的法律观点、法规解释和法律适应性的案件； 

 对复杂争端的真正论争进行推论并适用有关法律； 

 本着立法命题的真正观点，铭记立法意图，解释复杂而模糊的法律

条款； 

 在宪法的基本原则范围内解释法律； 

 在审判法庭和上诉法庭，包括高等法院和 高法院，处理涉及解释

本国和国际法的复杂问题的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 

兴趣 阅读、旅行、研究不同文化和社会、体育（例如板球、曲棍球）、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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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尔迪斯·基尼斯(Uldis Kinis)(拉脱维亚) 
 

办公室地址 住址 

Kuldiga district court 
LV 3300 Kalna 25 
Kuldiga 
EU Rule of law mission 
EUJUST-THEMIS 
38 Nino Chkeidze st.0102 
Tbilisi,Georgia 
Uldis.Kinis@eujust-themis.org 

Nomales 2 
Kuldiga,Latvia,LV 3300 
Uldis_6@hotmail.com 

个人资料 

出生日期： 1953 年 6 月 11 日，拉脱维亚萨尔杜斯 

国籍： 拉脱维亚 

姻状况： 已婚，有 2 名子女； 

性别： 男 

 

  学历 
 

1. 1976-1981 年——拉脱维亚大学法学系学位，拉脱维亚里加。 

2. 1995-1997 年——拉脱维亚法学院刑事科学硕士学位课程研究生，硕士论文

为“非法伐木的刑事责任”，法学硕士毕业生，法学硕士。 

3． 2000-2004 年——拉脱维亚法学院刑事科学博士研究，提交博士论文：“侵犯

信息系统安全的违法行为”，获刑事科学系系主任通过。 

4． 补充科目：教育学互动方式；“欧洲法律的统一”，法律英语、欧盟法律导言，

“法律解释，理论和实际问题，法律社会学，法律方法，高级信息技术。 

  专业教育和实际经验 
 

1. 1994 年，挪威——（5 月-6 月）挪威司法效率方案。皇家外交部和国际扶轮

社主办的训练。 

2. 1995 年，拉脱维亚——证书，法律训练员培训，由国际发展法研究所主办。 

3. 1996 年，美国——（8 月-9 月）美国法庭制度、法庭技术和法律教育方案毕

业证书。由中欧和欧亚法律倡议和美国国务院主办。 

4. 1998 年，拉脱维亚——中欧和欧亚法律倡议司法效率培训员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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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1 年，拉脱维亚——民事法庭军事司法执行讨论会毕业证书，由美国国防

研究所主办。 

6. 2002 年，拉脱维亚——法律英语和一般英语课程（136 小时）速成班毕业证

书，该方案由瑞典司法部主办。 

7. 2002 年，拉脱维亚——（5 月-7 月）欧洲共同体法律和国际法培训员培训项

目，由瑞典司法部主办。证书。 

8. 2002 年，芬兰——“民事危机管理”训练方案毕业证书。 

9. 2003 年，美国——（4 月-5 月）加强法庭管理和司法培训班毕业证书,由美

国国务院主办。 

  专业履历 
 

1. 1977-1981 年，法律顾问 

2. 从 1981 年起，法官 

3. 现职——Kuldiga 地方法庭庭长 

4. 从 2004 年 8 月起，欧盟格鲁吉亚法治代表团(EUJUST-THEMIS)高级法律专家 

  语言能力 
 

1. 拉脱维亚语——母语 

2. 英语——流利 

3. 俄语——流利 

  成就 
 

1． 1996 年；1998 年——被提名为欧洲人权法庭法官一职的候选人 

2． 1997-2001 年被提名为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问题专家委员会专家，草拟于

2001 年 11 月 23 日在布达佩斯通过的《网络犯罪公约》 

3． 1998-2000 年——《信息系统安全》条例草案内阁部长工作组组长，条例于

2000 年 3 月 21 日通过 

4． 2000 年，被指派为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代表，参加网络犯

罪工作组。 

5. 2000 年，电子文件法律地位概念问题工作组成员 

6. 2000 年，电子商务概念工作组法律专家 

7. 2001-2002 年，“在因特网上保护儿童”概念工作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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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2 年，被提名为司法效率专家委员会专家，草拟建议的范围：(1) 执法建

议草案；(2) 司法部门信息系统互用适用性；(3) 法律部门电子文件归档 

9. 2002 年，修改滥用信息技术拉脱维亚刑事和行政法典工作组成员 

10. 2002 年，国家信息系统安全条例草案工作组专家 

11. 2002 年、拉脱维亚共和国司法部“拉脱维亚共和国法庭按可取得信息的状况

进行信息分类“工作组专家 

12. 修正大众媒体法工作组专家 

13. 开发计划署国家专家——项目 LAT/01/004——向拉脱维亚司法部提供支助 

  出版物 
 

 逾 30 份关于司法和信息系统安全问题特别是关于对高科技犯罪适用刑事诉

讼法的问题的出版物。出版物主要清单见附件 1。 

  出席会议 
 

1. 1994 年，在伦敦举行的关于“持枪杀人的儿童”国际会议，发表报告：“保

护拉脱维亚儿童权利”。 

2. 1998 年，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主办的题为“新闻检查和新闻自由”的国际会

议，发表报告：“因特网新闻检查”。 

3. 1998 年，信息技术展览协会会议，发表报告：“对拉脱维亚学校信息技术安

全的关注”。 

4. 1999 年，波罗的海信息技术会议，发表报告：“拉脱维亚信息技术法规发展

趋

势”,http://www.dtmedia.lv/bitt/conference/papers/Uldis_Kinis.htm

l。 

5． 2001 年，第三届波罗的海信息国际会议——波罗的海全球机会，发表报告：

“在司法审查下当前和未来的电子商务趋势”//www.infobalt.It/common/ 

pranesimai/D_Kinis.ppt。 

6． 2001 年 4 月，北欧和波罗的海司法部长第二次会议、发表报告：“通过透明

途径迈向信息社会”//http://meeting.just.ee/topic2_3.php?menyy=t2。 

7． 2002 年，第四次拉脱维亚信息技术发展战略年度会议/发表报告：“比照适

用”。 

8． 波罗的海法官协会会议——“法庭的信息透明度”报告（欧洲法规范围内的

比较分析）www.ltb.lv/k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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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大使馆在塔尔图主办的网络犯罪会议。 

  奖学金 
 

 1999 年因撰写“信息和通信法”一书而获索罗斯拉脱维亚奖学金基金会的奖

学金。 

  专业协会成员 
 

1. 1993-2002 年，拉脱维亚法官协会副会长 

2. 2002 年，拉脱维亚法官协会理事会成员候选人 

 
 

附件 

  最相关的出版物一览表 
 

 

1. U. Kinis Report on Computer Related crimes in Latvia, paper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Crime in Cyberspace, Strasburg 16 October 1997. 
PC-CY (7) 48. 

2. U. Kinis “Censorship and the Internet — The Views of an Attorney”, Baltic IT&T 
review No. 11 1999., p. 66-75. 

3. U. Kinis “A few theses about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gislation in Latvia”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Baltic States” Riga, 28 April 1999, 
see http://www2.acadlib.ly/grey/likumdosana.htm. 

4. U. Kinis Cybercrime an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latv., official gazette “Latvijas 
Vestnesis” 2000. 

5. U. Kinis 1999. Latvian Criminal law and cybercrime — research project in 
cooperation with Police Academy of Latvia. 

6. U. Kinis Cybercrime and Latvian Criminal law contribution to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crime in cyberspace (PC-CY) Strasburg May 1999 No. PC-CY (99) 
25. 

7. U. Kinis Netcrimes. Cybercrimes. (latv ed.) Riga, TNA, 2000, paperback 117 pp. 

8. U. Kinis Through Transparency to an information society, presentation submitted 
to the Second Meeting of Nordic and Baltic Ministers of Justice, 2 November 
2001, Tallinn// http://meeting.just.ee/topic2_3.php?menyy=t2. 

9. U. Kinis Latvian Criminal law and computer crimes (latv) — appeared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Latvijas Vestnesis” Number 123/124/131/13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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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 Kinis How to combat software piracy. (latv) Magazine E-pasaule January 
2001 pp. 13-15. 

11.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law ed. by U. Kinis (latv ed). Riga, “Turiba, 
2002, two volume paperback 900 pp. 

12. Illegal off line remains to be illegal on-line as well// http://www.politika.lv/board. 
php?id=100166&lang=lv&t=item&i=11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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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伊莫·奥托·卡莱沃·拉迪 Raimo Otto Kalervo Lahti(芬兰)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刑法学教授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6 年 1 月 12 日，芬兰于韦斯屈莱 

与资深法官（赫尔辛基上诉法庭）Varpu Kekomäki 结婚；有 2 名成人子女 

  学历 
 

- 1966 年法学硕士、1967 年法律开业执照，1974 年法学博士,1971 年社

会学硕士；全为赫尔辛基大学学位 

- 1970-1971 年在法庭受训（巡回法院办事员和副巡回法官） 

- 语文知识：芬兰语（母语）、瑞典语、英语和德语；法语（基本知识）。 

  专职 
 

- 赫尔辛基大学刑法学研究助理和助手、1967-1970 年；刑事  科学研究

院，芬兰学院，1970-1973 年 

- 司法部代理立法顾问、1970 年 

- 图尔库大学刑法学代理教授和教授，1974-1979 年 

- 从 1979 年 12 月 1 日起任赫尔辛基大学刑法学教授（现职） 

-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客座授教授（研究教授），1983 年 

  职业公务和活动 
 

- 高等弹劾法庭（Valtakunnanoikeus）成员,1994-2000 年 

- 芬兰司法部刑法典改革工作队成员，1980-1999 年 

- 从 1967 年起，在议会委员会、司法部和社会事务和卫生部担任立法起

草方面的其他许多专家任务 

- 1985、1990 和 1995 年芬兰出席第七、八和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大会代表团成员；芬兰出席联合国 1996 年召开的引渡问题政府间

工作组代表团成员 

- 1995-1998 年芬兰外交部筹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咨询小组成员，

1998-2000 年芬兰外交部芬兰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咨询小组成员 

- 担任科学和公共行政方面的许多任务，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犯罪学研究

委员会成员,1983-2000 年；赫尔辛基大学刑法和司法程序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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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8 年；芬兰学院文化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成员，1995-1997 年；

保健道德国家执行委员会成员，1998-2002 年 

  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非政府组织的任务 
 

- 1978 年起担任国际刑法协会理事会成员，自 1994 年起担任国际刑法协

会副会长；自 1987 年起担任国际刑法协会芬兰分会会长；国际刑法协

会关于“国际刑法区域化和在国际刑事诉讼合作方面保护人权”筹备座

谈会负责人，1992 年 

-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芬兰分会会长，1985-1989 年；国际法协会“引渡和

人权”委员会成员，1992-1997 年；国际刑法改革协会理事会成员，从

1995 年起；担任许多芬兰科学组织理事会的主席或成员 

  出版物 
 

- 300 份刑事科学领域（包括军事刑法和国际刑法）和医疗法的出版物；

这些出版物中有 70 份用外语（英文、德文和法文发表） 

- 芬兰主要法律学报“Lakimies”的总编辑，1991-1999 年 

注：详细资料见 Lahti 教授网站：http://www.helsinki.fi/oik/tdk/laht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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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维亚·拉坦齐 Flavia Lattanzi(意大利) 
 

 

出生日期： 1940 年 10 月 4 日 

科学、学术和司法活动 

2005 年 罗马第三大学国际法教授，借调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从 2003 年 10 月起在阿鲁沙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担任审案

法官审理一项案件； 

 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所设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成员； 

 圣雷莫-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成员及理事会成员； 

 意大利国际法协会成员； 

 法国国际法学会成员； 

 国际法律协会成员。 

1990 年至今 萨萨里大学、泰拉莫大学和罗马第三大学国际法正教授，借调

坦桑尼亚阿鲁沙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1999-2002 年 先后任意大利司法部所设实施刑事司法协助国际规则问题委

员会成员和主席。 

1998-2001 年 意大利出席纽约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代表团成员，担任法

律顾问；意大利科学研究部支持举办的泰拉莫大学打击国际和

跨国犯罪合作问题国际硕士班主任，合作大学有德国科隆大

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和塞维利亚大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

特大学、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大学、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拉热窝大学。 

1998 年 意大利出席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会议代表团成员，担任法律

顾问。 

1997-2001 年 泰拉莫大学欧洲法专业学院主任。 

1996-2000 年 雅典欧洲公法中心理事会成员。 

1995-2001 年 泰拉莫大学公法学系主任。 

1996-1999 年 阿鲁沙国际刑法和人权学院(1996-1998)及博茨瓦纳大学哈博

罗内国际刑事管辖学院(1999) 学术视导员兼讲师，这两个学

院均由欧洲共同体人道主义办事处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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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90 年 比萨大学和罗马社会研究自由大学(社研大学，圭多-卡利) 

(1985-1990)国际法副教授。 

1966-1985 年 基耶蒂大学和罗马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 

1966 年至今 国内和国际许多会议、大会和讨论会的报告员，特别是关于国

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国际刑法问题的报告员。 

1970-2003 年 许多关于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国际刑法的

研究项目协调员。 

 著有关于国际法、特别是关于国际组织、国际人道主义法、人

权法和国际刑法的书籍和论文。 

主要著作  

 

Valore assoluto o relativo dei principi di ordine pubblico (Absolute and Relative Value 
of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Policy), in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1974. 

Riconoscimento di sentenze straniere di divorzio e limite dell’ordine pubblico (The 
Recognition of Foreign Judgements on Divorce and the Limit of Public Policy), in 
Giurisprudenza italiana. 

Parlamento e accordi internazionali (Parlia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Il Parlamento: analisi e prospettive di riforma. Quaderno n. 2 di Democrazia e diritto. 

Organizzazione dell’aviazione civile internazionale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XXXI, Milan. 

L’émergence de l’homme et des peuples da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in 
Droits de l’homme et des peuples, San Marino. 

Garanzie dei diritti dell’uomo ne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generale (Human Rights 
Guarantees in International Law), Giuffré, Milan. 

Autodeterminazione dei popoli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Digesto, IV 
edizione, UTET, Turin, 1987. 

Convenzione di Washington sulle controversie relative a investimenti e invalidità delle 
sentenze arbitrali (The Washington Convention on Disputes Relating to Investments 
and the Validity of Arbitral Judgments), in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1987. 

Struttura dei rapporti internazionali e limiti dei procedimenti di garanzia istituiti con 
la Convenzione europea dei diritti dell’uomo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Limits of Procedures created by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Le garanzie giurisdizionali dei diritti dell’uomo, a cura di Lorenza Carlassare, 
Cedam, Padova. 

Sanzioni internazionali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vol. XLI, 
Milan, 1988. 

L’impugnativa per nullità nell’arbitrato commerciale internazionale (The Appeal for 
Nul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Giuffré, Mila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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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rato commerciale internazionale e impugnativa per nullità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Appeal for Nullity), in Rivista dell’Arbitrato, 1991. 

La scelta della legge applicabile nell’arbitrato commerciale internazionale (The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bidem. 

Eccesso di potere e ultrapetizione nel giudizio arbitrale (Exceeding Arbitrators’ 
Powers), ibidem. 

Il Tribunale Iran-Stati Uniti: nazionalizzazione di beni stranieri e standard 
del’indennizzo (The Iran-United States Tribunal: Nationalization of Foreign Property 
and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ibidem. 

Inesistenza e nullità delle sentenze arbitrali in una pronuncia della Corte 
internazionale di giustizia (Inexistence and Nullity of Arbitral Awards in a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1992. 

Alcune riflessioni sull’istituzione di un Tribunale penale ad hoc per la ex-Iugoslavia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Institution of an Ad Hoc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n Diritti dell’uomo, Cronache e Battaglie, 1993, fasc. 1. 

La gestione della cooperazione transfrontaliera da parte delle autonomie locali nel 
quadro dell’ordinamento italiano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by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talian Law System), in Atti del Convegno su “La cooperazione 
transfrontaliera nel Mediterraneo”, Sassari-Alghero 1991, Sassari, 1993. 

Intervento alla Tavola Rotonda Roma 23 aprile 1993 su Ex-Iugoslavia: i crimini contro 
l’umanità e il Tribunale internazionale delle Nazioni Unite secondo la ris. 808 del 
Consiglio di sicurezza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Ad Hoc 
Tribunal according to the 80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in Atti, S. Bellino 
(Rovigo), 1993. 

I claims di persone fisiche con doppia nazionalità dinanzi al Tribunale Iran-Stati Uniti 
(Double Nationality and the Claims of Individuals before the Iran-United States 
Tribunal), in Rivista dell’arbitrato, 1993. 

Intervento al Convegno Soldati di pace per l’ONU: perché un contingente italiano 
(United Nations Peace Soldiers: why an Italian Contingent), Rome, 15 April 1993, in 
Atti Archivio Disarmo, Rome, 1993. 

Riflessioni sulla competenza di una corte penale internazionale (Some Remarks on the 
Compet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1993. 

Note in tema di arbitrabilità della controversia nell’arbitrato commerciale 
internazionale (Remarks on the Possibility to Submit a Commercial Dispute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Rivista dell’arbitrato, 1993. 

La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tra conflitti armati e necessità di pa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tween Armed Conflicts and Necessity of Peace). Prolusione inaugurale 
del 432o anno accademico (1993-1994) (Inaugural Lecture) dell’Università di Sassari. 

La secessione ne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autodeterminazione dei popoli e 
delimitazione di un territorio nazionale nell’esperienza recente (Secess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Delimitation of a 
National Territory in Recent Practice), Convegno Stato, etnicità e nazionalismo nella 
transizione fra due ordini mondiali, Urbino, 6-7 Ma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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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enza umanitaria e intervento di umanità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d. Provv., Rome, 1994. 

Il Tribunale Iran-Stati Uniti e il disconoscimento dei diritti della moglie su alcuni beni 
coniugali (The Iran-United States Tribunal and the Disavowal of Wife’s Rights on 
Some Spouses’ Assets), in Rivista dell’arbitrato, 1994. 

Assistenza umanitaria e consenso del sovrano territorial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the Consent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 in Studi in ricordo di Antonio Filippo 
Panzera, vol. I, Bari, 1995. 

La répression des crim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jurisdictions internes aux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in Le droit face aux crises humanitaires, Commission 
européenne, Luxembourg, 1995. 

La competenza delle giurisdizioni di Stati “terzi” a ricercare e processare i 
responsabili dei crimini nell’ex-Iugoslavia e nel Ruanda (The Competence of “Third” 
States Jurisdictions to Seek and to Prosecute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Crime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d Rwanda), in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1995. 

Dai Tribunali penali internazionali ad hoc a una Corte permanente (From 
International Criminal Ad Hoc Tribunals to a Permanent Court), Roma,  
15-16 December 1995, in Atti a cura di Flavia Lattanzi ed Elena Sciso, Editoriale 
Scientifica, Naples, 1996. 

La primazia del Tribunale penale internazionale per l’ex-Iugoslavia (The Pri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n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1996. 

Assistenza umanitaria e intervento di umanità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Giappichelli, Turin, 1997.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mments on the Draft Statute (Ed. by Flavia 
Lattanzi), Naples, 1998. 

Rapporti fra giurisdizioni penali internazionali e giurisdizioni penali interne, in 
Crimini di guerra e competenza delle giurisdizioni nazionali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s and 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s), (a 
cura di PierLuigi Lamberti Zanardi e Gabriella Venturini), Giuffré, Milan, 1998. 

L’esecuzione delle sentenze dei tribunali penali internazionali (The Enfor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Judgments), in Cooperazione fra Stati e giustizia 
penale internazionale, Editoriale scientifica, Naples, 1999. 

La Conferenza di Roma sulla Corte penale internazionale. Problemi di giurisdizione 
(The Rome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oblems of Jurisdiction), 
ibidem. 

Compétence d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et consentement des Ètats, in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99.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llection of Studies, vol. I (Ed. 
by Flavia Lattanzi and William Schabas), L’Aquila, 1999. 

Consiglio di sicurezza (Security Council), in Enciclopedia giuridica, Rome, 2000. 

The Rome Statute and Domestic Legal Orders, vol. I (Ed. by Claus Kress and Flavia 
Lattanzi), Baden/Baden-L’Aquil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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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principio di ingerenza umanitaria nei conflitti moderni (The Principl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Modern Conflicts), Ricerca CeMISS, December 2000.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National Jurisdictions, i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CC. A Challenge to Impunity, Ashgate, Aldershot, 2001. 

The Notion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the ICTY and ICTR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Prosecution of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urrent 
Developments, Berlin Verlag Arno Spitz, 2001.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e “tutela” dei processi di democratizzazion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tection of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onvegno di studi su 
“Limitazioni di sovranità e processi di democratizzazione”, Teramo 27-28 June 2003. 

Il confine fra Diritti dell’uomo e Diritto internazionale umanitario (The Border 
Betwee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in Scritti in onore di 
Gaetano Arangio-Ruiz, Naples, 2004.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ollection of Studies, vol. II (ed. 
by Flavia Lattanzi and William Schabas), L’Aquila, 2004. 

The Rome Statute and Domestic Legal Orders, vol. II (ed. by Claus Kress and Flavia 
Lattanzi), Baden/Baden-L’Aquila, 2005. 

La protezione internazionale della democrazia, in Suppl. a Rivista Diritto Pubblico 
Comparato ed Europeo, 2005. 

La frontière entr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t Droits de l’homme, in Ecrits en 
l’honneur de Laïty Kama (en cours de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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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托万·凯西亚·姆贝·明杜瓦（Antoine Kesia-mbe Mindua）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一. 个人资料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6 年 12 月 31 日，穆希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婚姻状况： 与 Nariman benchaa-Mindua 女士（生物学家）结婚 

目前的地址： 18 Avenue De-bude 
CH-1202 Geneva,Switzerland 

 电话：(41) 22 740 16 80 
手机：(41) 79 773 33 00 
传真：(41) 22 740 16 82 
电邮：mindua@yahoo.com 

永久住址： 2380 Place Neptune 
Brossard(Quebec) 
J4Y-1R4 Canada 
电话：(1) 450 678 29 14 

 

 二. 大学教育和资格证明 
 

1992-1995 年： - 国际公法博士（瑞士日内瓦）；论文标题：“国际组织、武

装干预和人权”。 

1990-1992 年： - 国际公法高等教育文凭（硕士后大学高等学位）（瑞士日

内瓦）。 

1989-1990 年： - 欧洲共同体法深造文凭（硕士后大学高等学位）（法国南

锡） 

1989-1990 年： - 国际法和比较人权法文凭（法国斯特拉斯堡） 

1988-1990 年： - 欧洲政治和法律高等教育文凭（硕士后大学高等学位）（法

国南锡） 

1976-1982 年： - 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司法和刑法（刚果金沙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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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专业履历 
 

2001 年至现在： - 刚果民主共和国驻瑞士联邦特命全权大使，瑞士伯尔尼 

 - 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日内瓦、瑞士和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

办事处代表和驻该地其他国际组织的特命全权大使。 

 - 刚果民主共和国驻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品共同基金理事。 

1999 年至现在： - 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公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客座讲师（多

学科人道主义行动方案） 

1997-2001 年： - 联合国国际公务员，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坦桑尼亚

阿鲁沙）司法程序支助股法律干事和股长。 

1995-1996 年： - 日内瓦大学（日内瓦）法学系研究员。 

1985-1988 年: - 副总理和公民权利和自由部部长助理代表和法律顾问（金

沙萨） 

1983-1985 年: - 警察部门法律干事和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助理法律顾问，

（金沙萨）。 

1982-1988 年： - 贡贝大学商务学院民法和商业法教授（金沙萨-贡贝）。 

1981-1983 年： - 金沙萨军事法庭的军事治安法官、军事助理检察官（金沙

萨-贡贝）和警察部门军官分析员和人权及自由问题指导

员（金沙萨）。 

 

 四. 多边职位 
 

 20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77 国集团和中国主席（大使一级），日内瓦。 

 2005 年 10 月 1 日-1 月 31 日：裁军谈判会议 21 国集团协调员（大使一级）， 
        瑞士日内瓦。 

 

 五. 专业知识和能力 
 

 A. 学术和科学能力 
 

 我在金沙萨-贡贝大学商务学院讲授法学多年，并在日内瓦大学担任研究员。

在那里，我仍以客座讲师的身份讲授国际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我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公法；国际刑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国际组织、

武力的使用；欧洲-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比较法、环境法和儿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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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司法、法律和行政知识 
 

 作为金沙萨军事法庭军事治安法官，我从事检察官和法官的工作。我是卢旺

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法律干事，除了其他之外，还负责

审判管理、审讯和上诉。我熟悉国际司法的运作情况。 

 我是金沙萨副总理和人权部部长法律顾问，有能力进行全面的法律分析。我

是警察部门和共和国总统金沙萨办公室的法律顾问。曾经学习行政法，并担任过

几个行政和管理职位。 

 我熟悉联合国系统内的人事事项，曾在联合国法庭担任“法庭管理科“负责

人,还处理过行政问题和管理事项。 

 C. 外交能力和国际知识 
 

 我曾经参加联合国的几次实习计划，非常了解多边外交机制和联合国系统的

运作情况。我精通所有人权问题，并熟悉国际会议的情况。 

 我以阿鲁沙法庭法律干事的身份经常代表这一崇高的国际管辖机关访问外

国。我的任务是提供政府（外交部、司法部、检察长、首席检察官、 高警察指

挥官）司法文件方面的服务（逮捕令、移交令和其他命令），与各国商谈关于转

交被法庭指控的涉嫌人和将被拘留者送交坦桑尼亚阿鲁沙法庭的问题。我熟悉关

于联合国法庭与坦桑尼亚东道国政府谈判和协定的事项。我在草拟有关这些事项

的信函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经验。 

 作为刚果驻伯尔尼瑞士联邦的特命全权大使，我的日常职务是从事双边外交

工作。作为外交使团的团长和常驻日内瓦和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

的代表，我还担任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主席，所以熟悉多边外交。我坚信文化多

样性丰富多彩。 

 D. 起草能力 
 

 我从事过法律和政治分析工作，并用英文和法文写报告，从中可以看到我的

起草能力水平甚高。我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时有时参加草拟裁决和判决。作为

外交使团团长，我在伯尔尼和日内瓦几个国际论坛中从事日常工作，从中可以证

明我具备起草能力。 
 

 六. 出席会议 

2005 年 3 月 14 日-4 月 22 日： 刚果政府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

议代表团团长，瑞士日内瓦 

2005 年 1 月 18 至 22 日： 政府出席世界减灾会议，日本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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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政府出席世界首脑会议/关于禁止使用、储存、

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

约缔约国第一次审议会议代表团副团长，肯尼亚

内罗毕。 

2004 年 7 月 9 至 13 日： 政府出席非加太国家集团和 90 国集团贸易部长

会议代表团团长，毛里求斯 Grand Baie 

2004 年 6 月 13 至 18 日： 政府出席贸发会议部长级会议（第十一届贸发会

议）代表团副团长，巴西圣保罗 

2004 年 3 月 15 至 4 月 23 日： 政府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代表

团团长、瑞士日内瓦 

2003 年 9 月 10 至 14 日： 政府出席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

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墨西哥坎昆 

2003 年 3 月 17 至 4 月 25 日： 政府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代

表团团长，瑞士日内瓦 

2002 年 11 月 4 至 5 日： 政府出席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关于战争钻石的

部长级会议代表团团长，瑞士因特拉肯 

2002 年 9 月 23 至 10 月 1 日： 政府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成员

国大会第 37 次序列会议，瑞士日内瓦 

2002 年 9 月 16 至 20 日： 政府出席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

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缔约国第四次

会议代表团团长，瑞士日内瓦 

2002 年 8 月 5 日至 7 日： 政府出席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

市场)/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关于多哈

发展议程贸易谈判者区域讲习班代表团团长，肯

尼亚内罗毕 

2002 年 5 月 30 日至 31 日： 政府出席法语国家政府间机构、共同秘书事务处

（英联邦秘书处）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

（非加太国家）秘书处关于“科托努伙伴协定的

多方面”的联席讨论会代表团团长，比利时布鲁

塞尔 

2002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 政府出席关于多哈工作方案和法语世界优先项

目的讨论会代表团团长，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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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5 月 13 日至 17 日： 政府出席非洲东部、非洲之角和大湖区移徙政策

国际会议代表团团长,在人口基金、训研所、移

徙组织和劳工组织的协助下由国际移徙政策方

案主办，肯尼亚内罗毕 

2002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 政府出席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泰国曼

谷举行的赔偿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第十九届特别

会议代表团团长 

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26 日：政府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代

表团团长，瑞士日内瓦 
 

 

 七. 参加讨论会、讲习班和座谈会的情况 
 

2002 年 5 月 3 日： 参加国际贸易和发展研究所在泰国曼谷

Chulalongkorn 大学举办的创始讨论会，讨论“国

际经济议程和金融、贸易、投资、技术和发展的

一致性” 

1998 年 10 月 19 日至 22 日： 参加联合国人事部主办的关于“职务分类制度”

的讲习班,坦桑尼亚阿鲁沙 

1998 年 9 月 21 日至 25 日： 参加联合国人事部主办的关于”职务分类制度

“的讲习班,坦桑尼亚阿鲁沙 

1998 年 6 月 1 日至 9 日： 出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

法庭)法官包括海牙法庭上诉分庭法官第五届全

体会议。该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法庭运

作和程序的主要法律文本修正案 

1997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 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为法庭

法官和法律干事举办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讨论会，

阿鲁沙 

1997 年 6 月 1 日至 5 日： 出席阿鲁沙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两个审判分庭

和上诉分庭的法官第四届全体会议。该次全体会

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法庭运作和程序的主要法

律文本修正案 

1995 年-1996 年： 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中心实习,熟悉所有联合国

和国际人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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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0 月： 参加由日内瓦大学法学系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

年主办的关于联合国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座谈

会，日内瓦 

1989 年8、9 和10 月： 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中

心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权领域的实习，日内瓦 

1989 年 8 月： 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关于国

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实习，日内瓦 
 

 八. 其他培训 
 

1996 年 9 月： 英国牛津英国世界中心高级英语学习 

1982 年2 月至10 月： 在刚果 Kota Koli 突击队训练中心接受特殊军事

训练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7 月： 在刚果Mayidi的 St.Robert Bellarmin主要区域神

学院接受宗教教育：哲学和宗教研究 
 

 

 九. 学术优异奖和奖状 
 

 A. 学术优异奖 
 

1. 1996 年日内瓦 Bellot 奖：日内瓦大学 佳博士论文勋章 

2. Saint-Justin 之友证书，日内瓦，1993 年。 

 B. 奖状 
1. Schmideiny 基金会 Ernest 和 Lucie 奖，瑞士日内瓦，1995 年 

2. Fribourg“Oeuvre Saint-Justin”研究金，瑞士,1990-1994 年 

3. Hans-WILSDORF（Rolax 手表）补助金，瑞士日 内瓦，1992 年 
 

 十. 研究工作 
 

 A. 学术研究 
 

1. Death penalty in Zairian Criminal Law. Bachelor’s degree paper, Kinshasa, 
1979. 

2. Parental authority in Zairian Civil and Customary Law. Master’s degree thesis, 
Kinshasa, 1982. 

3. Human Righ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CC) and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ACP),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thesis, Nancy, 1990. 

4. Armed interventions in Iraq, Somalia and Liberia: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thesis, Geneva,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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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med interventions and human rights, Doctorate 
thesis, Geneva, 1995. 

 B. 主要出版物 
 

1. “The African Charter of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in the face of the Pluralist 
Democracy”, La voix des Sans Voix. Le Trimestriel des droits de l’Homme, 
avril-juin 1991, N° 1, pp. 101-112, Paris. 

2. “De la légalité de la ‘zone de sécurité française’ au Rwanda”, Afrique 2000, 
Revue Africaine de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Trimestriel, N° 18, 
juillet-août-septembre 1994, pp. 19-26. 

3. “L’O.N.U. face aux coups d’Etat militaires et aux gouvernements 
non-démocratiques”, R.A.D.I.C., Tome 6, N° 2, 1994, pp. 209-234, Londres. 

4. “Intervention armée de la C.E.D.E.A.O. au Libéria illégalité ou avancée 
juridique?”, R.A.D.I.C., juin 1995, Tome 7, N° 2, pp. 257-283, Londres. 

5. “Subject Matter Index”,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dited by Luigi Condorelli, Anne-Marie La Rosa and Sylvie 
Scherrer, Editions Pédone, Paris, 1995, pp. 475-506. 

6. “Normes péremptoir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Etat de Droit en Afrique”, 
R.A.D.I.C., Tome 10, N° 2, 1998, pp. 216-243, Londres. 

7.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Reports of Orders, Decisions and 
Judgments, 1995-1997, Edited by Eric David, Pierre Klein and Anne-Marie La 
Rosa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Jean-Pelé Fometé and Antoine K.-M. Mindua and 
the assistance of Cathérine Denis and Véronique Parqu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Brussels, 
Bruylant, 2000. 

 

 十一. 组织成员 
 

1. 1981-1982： 金沙萨大学学生联会代表；从大会 9000 名成员中获选，

金沙萨。 

2. 1990-1993： St-Justin 宗教协会（基督教、回教、犹太教和佛教等等）

会长，日内瓦 

3. 从 1990 年起： 尊重和适用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国际委员会成员，

巴黎的日内瓦 

4. 从 1994 年起： 非洲国际法的比较法协会成员，伦敦 

5. 从 1995 年起： 享有盛名的日内瓦学术协会成员，日内瓦 

6. 从 1997 年起： 坦桑尼亚金沙萨刚果人协会成员和杰出公民 
 

 

 十二. 语文 
 

法文、英文、Lingala、Kikongo、Kimmu、Kiswahili 和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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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达特·纳博蒂(Jawdat Naboty)(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称号：法官和顾问——司法部、叙利亚大马士革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0 年，叙利亚大马士革 

1966 年法学学士——埃及开罗大学 

1968 年国际法文凭——埃及 Ain Shams 大学 

1967-1975 年——律师 

1975 年至现在——法官 

  负责下列司法职务 
 

 - 检察长——塔尔图斯 

 - 首席检察长——大马士革 

 - 刑事上诉法庭庭长——大马士革 

 - 刑事法庭庭长——大马士革 

 - 商务安全法庭庭长-大马士革 

 现任 高上诉法庭副庭长和立法部部长 

 参加许多会议和区域讨论会，并担任其主席 

 被部长委员会提名为国际人类法国家委员会成员 

 从事犯罪和刑事机关领域的许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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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妮特·诺斯沃西（Janet M. Nosworthy）（牙买加) 
 

1972 年 9 月： 获得格雷律师学院荣誉协会律师资格，红狮子广场,伦敦ECI，
英国 

1972 年： 获律师资格，法律教育委员会学位 

1973 年 7 月： 获准在牙买加法律界执业 

1978 年 8 月 获准在东加勒比安提瓜法律界执业 

现职： Juris Chambers 律师事务所开业律师 

The Jamaica conference Centre 
14-20 Port Royal Street 
Kingston 
Jamaica 

电话: (876)922-4262/(876)948-7167（办公室） 
     (876)927-6550（家） 

私人开业 初于 1972 年获得律师资格，从那时起就一直以私人身份开

业或从事公职，在上诉法庭、 高法院或治安法庭从事刑法

领域的工作。 

 2005 年 2 月——私营开业律师，在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巡

回法院和枪支案法院）从事辩护，专长于刑法和人权法，通

常担任辩护律师。有时按照公共检察官办公室主任之命进行

自诉初审，并审读犯罪受害人/公诉人/当事方的案情摘要。 

 - 还在牙买加上诉法院进行刑事上诉，充当已决犯的法律代

理人。曾为一些上诉案件出庭，这些案件涉及在因罪杀人

和非因罪杀人案中对合宪性提出质问/枪支案法庭和其他

违法行为以及侵犯人权/法律，包括准备向枢密院提出上

诉申请，以及协助编写案情摘要，备供律师提供指示。 

 - 2001 年 10 月-2002 年 2 月——在金斯敦西部暴力行为调

查委员会担任专员顾问 

 - 法律援助——以辩护律师身份在 高法院和上诉法院提

供法律援助。2000-2003 年任法律援助委员会成员，并在

法律援助委员会设立之前（1999 年以前）担任牙买加律

师协会委员成员，参加设立法律援助委员会的工作，并审

查法规/条例，以提出修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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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从事家事法业务，特别是与儿童和妇女及其权利有关的

法律。现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宪章下的）牙买加儿童权利

联盟执行成员。 

 - 1974年——在Normal Hill Q.C.的 Juris chambers事务所开

业，担任初级律师，在包括上诉法庭在内的所有管辖区从

事刑法和民法诉讼方面的工作 

 - 从 1977 年起担任著名刑法和人权倡导者已故 Ian Ramsay 
Q.C.律师事务室的成员。专门从事刑法、家事法和一般诉

讼工作、直到在安提瓜担任公职为止 

 - 1981 年重新参加 Ian Ramsay Q.C.律师事务室的工作，仍

然着重于刑法和家事法，直到 1984 开始执业，从事上述

职务。 

公职 1978-1981：被任命为安提瓜圣约翰公诉机关检察官，在安提

瓜驻地治安法庭、 高法院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上诉法庭充

当王室/安提瓜法律代理人-代表国家就上诉案件进行辩护，

起诉和争辩，以及就公民对王室/国家/安提瓜政府提出的宪

法动议进行答辩，并充当调查委员会起诉检察官和委任检察

官。 

 其后担任安提瓜检察官办公室法律干事，在高等法院和上诉

法庭充当法律代理人，担任安提瓜政府顾问,就合约谈判和管

理内阁商务程序和手续向政府提供咨询，以及以法律顾问的

身份为财政和经济部部长和副总理提供服务，从事部长级业

务并与地方及多国公司和管理层商谈和签订合约。 

 - 1972-1973年——出庭担任牙买加 St.Andrew教区(后来在

Westmoreland 教区)的驻地治安法庭副办事员，代表王室

从事起诉工作，并在 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担任书记官长，

为 Westmoreland 教区提供服务。 

法律讲师 1974-1978 年——牙买加金斯敦技术大学讲师/助教，讲授各

种科目，其中包括英国法律的一般原则，内有刑法、公司法、

调查法和牙买加土地法。 

参加的法律协会 牙买加律师协会-律师委员会成员，1999-2000 年 

 现为下列律师协会委员会成员： 
刑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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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为下列律师协会委员会成员： 
刑法委员会 
法律汇报委员会* 

法律改革委员会 
家事法委员会 

 牙买加辩护律师协会——执行成员 

调解员-法院外争 
端解决法 

1990 年：Capital 大学法院外争端解决法文凭，美国/牙买加

法院外争端解决法项目，从事法院外争端解决法的实习，从

那时起充当调解员，参加实习和私人办的争端解决班。 

法庭指派的争端 
解决任务 

2002 年 7 月——法庭指派的争端解决任务课程证书，以调解

员的身份从事驻地治安法庭和争端解决 高法院所指的事

务。 

家庭暴力和虐待 
匿名举报协会 

1997年 7月——带头协调家庭暴力和虐待匿名举报协会自助

复原方案（该方案是专门为易遭受暴力和社会敌对行为侵犯

和各种形式的虐待的人而设计），目的是使人对暴力行为承担

责任，以及减少社会上的家庭暴力和侵犯行为。 

出版物 * 出版委员会成员——律师界成员月刊 JAMBAR 联合编辑，

提供定期编辑服务-从 1985 起也为该刊物和牙买加律师界前

刊物撰写有关刑法、诉讼程序和其他题目的文章。 

 从 1981 年起——为 Gleaner,Observer 和当地报章撰写周期性

文章，涉及刑法、家事法、妇女和儿童问题，包括法律的其

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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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奥马·埃贡杜·恩沃苏-伊海梅(Chioma Egondu Nwosu-Iheme) 
(尼日利亚) 
 

 

出生日期： 1959 年 2 月 2 日 

出生地点： 河流州哈科特港 

父母： Abraham Nwachukwu 

 尼日利亚海港局退休官员，和 
Lolo Edna Nwachukwu 

 退休教师 

 两人均来自 Nkwerre L.G.A 

 候选人为他们的大女儿 

婚姻状况： 婚礼在圣公会举行 

 丈夫 Uzoma Nwosu-Iheme 

 (石油地质学硕士) 

 前伊莫州教育专员 

 两人生育 5 名子女，4 男 1 女 

地方政府： 伊莫州 Nkwerre 地方政府 

宗教： 基督教(圣公会) 

国际： 尼日利亚 

学历  

小学： Ogui Enugu 循道会小学(1963-1966 年) 

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于 Nkwerre 圣保罗小学毕业(1967-1970 年) 

中学： 伊莫州 Nkwerre St.Catharines's 女子中学(1971-1975 年) 

高中： Benin Edo 州 Idia 中学(1977 年) 

大学： (a) 拉各斯大学(1977-1981 年) 

 尼日利亚法学院(1982 年) 

研究院教育： (b) 尼日利亚大学 Enugu 分校(1993-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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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a) 西非会考文凭(1975 年) 

 (b) 高中文凭(1977 年) 

 (c) 法学学士第一第二年级二等荣誉，公司法甲等，银行和金融法甲等(1981 年) 

 (d) 法学学士(1982 年) 

 (e) 法学硕士(优异)，主修比较刑法(1991 年) 

 (f) 博士：1998 年在尼日利亚大学Enugu 分校完成博士学位，主修知识产权法 

 博士论文题目：尼日利亚商标法和问题 

工作履历 

1. 在 Abia 州 Aba 的 S.N Nwalaand Company 律师事务所实习(1982-1983 年) 

2. 加入伊莫州司法部担任国家法律顾问，晋升至高级国家法律顾问(1983-1986 年) 

3. 1986 年加入地方法院，1993 年晋升至首席治安法官 

4. 1995 年获任命为伊莫州高等法庭法官 

奖状 

1. 获选为尼日利亚圣公会奥韦里教区圣克里斯托弗女士(1999 年) 

2. 获伊莫州全 Nkwerre 地方政府颁发荣誉女儿奖(2001 年) 

3. 获尼日利亚圣公会 Orlu 教区颁发 Ezi Ada(杰出女儿)奖 

4. 目前为尼日利亚圣公会奥韦里教区书记长 

5. 拉各斯大学全国校友会 2003 年拉各斯大学杰出成就奖(2003 年拉各斯大学教

士会议期间的庆祝活动之一) 

在各种法律硕士和博士讨论会上提出的一些论文 

1. 宪法性法律 (a) 为什么公共问责没有在尼日利亚扎根？ 

    (b) 分离的合宪性。 

    (c) 谈论军人统治下的法治是否绝对荒谬可笑。 

    (d) 司法审查，虚构还是事实？ 

    (e) 一党制度的构想，民主的否定？ 

    (f) 防止多数权力滥用的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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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较宪法  (a) 刑事惩罚原则的评估 

    (b) 判决和尼日利亚刑法制度(法学硕士论文题目) 

    (c) 贪污和刑事责任 

    (d) 以精神错乱为辩护理由 

    (e) 经济犯罪 

    (f) 贪污和法律规定的公共问责 

    (g) 刑法和刑法典的协调/统一 

3. 工业和知识产权法 

    (a) 尼日利亚境内的版权保护-保护的理由 

    (b) 专利权利及其侵犯 

    (c) 商标的侵犯和赔偿 

    (d) 版权侵犯的补救方法  

4. 国际经济法 (a) 国际经济法标准 

    (b) 国际货币基金与第三世界的发展 

    (c) 世界货币法与国际合作 

    (d) 经济主权概念 

    (e)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博士讨论会 

(a) 尼日利亚商标法和问题  

(b) 知识产权的剽窃 

(c) 假冒和外国原告 

(d) 商标的注册 

(e) 假冒侵权行为 

(f) 假冒侵权行为的辩护和补救 

参加的一些讲习班 

 (a) 公共管理课程——1984 年 6 月 11 日至 7 月 6 日在伊莫州奥韦里举行,
由伊莫州发展中心主办。 

 (b) 妇女和儿童问题讨论会,1989 年在奥韦里举行,由联邦司法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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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司法机构进修教育的司法讲习班——由国家司法研究所主办,1992 年 6
月 15 日至 26 日在奥韦里举行。 

 (d) 治安法官，地方法庭法官和习惯法法院法官讲习班：由国家司法研究所

主办，1994 年 6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埃努古州埃努古举行。 

 (e) 海事法会议，由尼日利亚发运人理事会主办，1997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在 Abuja 喜来登酒店举行。 

 (f) 全尼日利亚法官会议 1997 年、1999 年、2001 和 2003 年。 

一些演讲 

 (1) 人士管理：纪律和人际关系： 

向伊莫、Abia、埃努古和 Anambra 各州的法庭规则支助人员讲习班发表；

讲习班由拉各斯 高法院国家司法研究所主办，于 1994 年 6 月 10 日和

11 日在 Umuahia 举行。 

 (2) 房东和租户冲突：法庭执法人员的作用。 

在全尼日利亚治安法官、习惯法法官和地方法庭伊斯兰教法官会议上发

表；会议于 1996 年 11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奥韦里 Concorde 酒店举行。 

 (3) 判罪原则的评价：在治安法官讲习班上发表；讲习班于 1994 年 6 月 13
日至 17 日在 Enugu 举行。 

国际会议 

 (1) 商标法及实施问题讲习班：基本概念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办，1993 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2) 版权问题全国法官专题讨论会，1996 年 10 月 15 日至 19 日，由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主办。 

 (3) 世界法律会议，2002 年 10 月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 

国家指派职位 

(1) 国民议会夸拉州州长和立法会选举复议法庭法官，1998 年 

(2) 破产银行法庭庭长，埃努古第 1 区，1999 年 

(3) 国民议会伊莫州州长和立法会选举复议法庭法官，2000 年 

(4) 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指定为伊莫州贪污行为法庭法官，2001 年迄今 

(5) 联邦首都特区选举复议法庭庭长，2003 年 

(6) Delta 州选举复议法庭(第二分庭)庭长，2003 年 

(7) Katsina 州选举复议法庭庭长，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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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里斯卡·马蒂姆巴·尼亚姆贝(Prisca Matimba Nyambe)(赞比亚) 

 

姓： 尼亚姆贝 

名： 普里斯卡·马蒂姆巴 

出生日期： 1951 年 12 月 31 日 

国籍： 赞比亚 

婚姻状况： 离婚——以前是普里斯卡·马蒂姆巴·尼亚姆贝·哈桑（夫

人） 

婚前/现在姓名： 普里斯卡·马蒂姆巴·尼安姆贝 

永久地址  

办公地方： Matimba Chambers 
  P.O. Box 35134 
 Lusaka-Zambia 

住宅： Plot No: 9662 
 10th Street 
 Chudleigh 
 Lusaka-Zambia 

电话/传真： ＋260-1-291126 

目前地址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Arush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P.O. Box 6016 
 Arusha-Tanzania 

电话： +255-27 2504207-11/2504367-72 或 1 212 963 2850 

传真： +255-27 2504373/2504000 

 +1 212 963 2848/9 

手机： 255-748 400 855 

电子邮件： nyambe@un.org 

荣誉奖  

1999 年 8 月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两位法官发给表彰书 

1992 年 2 月 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提名为 1991/1992 年国际妇女 

1989 年 2 月 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杰出服务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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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2 月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法学院外国谈判讨论会杰出参与

者表彰书 

1993 至 1994 年 当选赞比亚法律协会副主席 

1992 年 当选赞比亚大学法律协会赞助人 

1984 至 1992 年 当选赞比亚法律协会委员会成员 

1984 至 1992 年 赞比亚法律协会议院委员会召集人 

 责任包括举办： 

 - 非洲律师协会第五届两年期大会（1985 年 8 月），赞

比亚卢萨卡 

 - 非洲国际法律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1986 年 4 月），

赞比亚卢萨卡 

 - 非洲律师协会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司法独立”

的联合讨论会（1986 年 11 月），赞比亚卢萨卡 

对社区的贡献  

1993 年 2 月 赞比亚护士理事会理事 

1978 至 1980 年 赞比亚计划生育协会（中央省）成员 

1978 至 1980 年 赞比亚监狱协会（中央省）成员 

1978 至 1980 年 护士纪律委员会（中央省）成员 

专业资格/教育  

1997 年 8 月 完成电脑课程：Windows 3.1/3.11、Word Perfect 6.0 

1982 年 8 月 担任赞比亚高等法院辩护人 

1978 年 2 月 担任赞比亚高等法院辩护人 

1975 年 7 月 荣誉法学士 

专业机构成员  

㈠ 赞比亚法律协会  

㈡ 英联邦律师协会  

㈢ 东非法律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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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2002 年至今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行政部门总法律顾问，负责： 

 - 就影响法庭运作的一大系列法律问题提供书面和口头的法律咨询意见，

  同政 府当局和在纽约的法律事务厅密切合作 

 - 拟订外交函件诸如普通照会和备忘录 

 - 协调和管理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实习和法律研究员方案 

 - 起草和审查法庭和第三方之间签订的合同 

 - 就关于市政法的一大系列法律问题以及《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联

合国宪章》、《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以及联合国和坦桑尼亚政府之

间关于法庭总部的协定所规定的法庭和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向行政

部门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 作为行政部门设立的地方合同委员会、地方调查委员会、特设纪律委员

会、叙级上诉委员会和其他特设机构的成员 

2000 年 2 月至 2002 年 

一般法律事务科科长 

 法庭的专职法律顾问，向法庭提供关于下列一大系列法律事务的法律咨询意

见：㈠ 法庭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定，㈡ 法庭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㈢ 对管理

当局作出的决定提出内部异议。 

 对影响或可能影响书记官长执行职责、包括执行司法判决的职责的特定个案

产生的任何问题，代表书记官处向各分庭提供咨询性的法律情况简报和意见。 

 监督法官全体会议的规划和准备，负责其后执行全体会议的决定中属于书记

官处任务范围内的部分。在法官审查起诉期间代表书记官处。 

 监督将法官为了逮捕和引渡嫌犯或被告而发出的逮捕令或其他法院命令传

送给法庭。负责将逮捕到的嫌犯或被告转移给法庭。 

 协调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实习和法律研究方案。 

1996 年 2 月至 2000 年 2 月 

 被任命为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高级法律干事，负责法

庭司法方面的全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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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责： 

 - 组织和协调审判分庭的诉讼。确保向分庭和各当事方提供行政和技术支

援，编制分庭或法官开庭的庭讯记录，负责法官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 

 - 迅速将法庭的司法文件归档和分发给法官、辅助的法律工作人员、各当

事方、新闻界和公共事务股，以便分发给公众。 

 - 确保公众可取得法庭保管的非机密资料。 

 - 作为法庭官方印章和图章的保管人。 

2. 维持法庭的司法档案，其中包括： 

 (a) 案件档案； 

 (b) 函件档案； 

 (c) 记录书、包括“司法活动记录摘要”； 

 (d) 视听盒式磁带、软磁盘、缩微平片、幻灯片和相片，包括底片。 

3. 联合国档案管理科委托进行一项研究，评估和建议如何改进卢旺达问题国际

法庭的记录管理和档案方案，特别着重司法档案，其职权范围扩大到评估在法庭

各办公室执行标准联合国记录保持软件（技术资源信息管理）的可能性，评估与

档案的保存有关的环境条件，员额配置评估和训练及所需资源。确保执行《档案

科报告》的建议，包括编制职务说明以及征聘工作人员和采购所需资源。 

4. 发展和协调法庭记录员股的活动： 

 - 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发展和管理法庭记录制度； 

 - 展开需要评估，评估和批准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需要和要求有关的

翻译软件； 

 - 发展与高效法庭记录有关的政策和准则； 

 - 确保以法庭的两种工作语文顺利记录每日的诉讼以及所有法庭诉讼，包

括录音都保留完整准确的记录。 

5. 负责将法庭发出的逮捕令和命令转交给嫌犯或被告在其领土或在其管辖或

控制地区居住或知道 后是在那里的国家的国家当局，并且与国家当局合作，以

确保将被告或嫌犯逮捕并移交到在阿鲁沙的法庭所在地。 

6. 为科执行管理责任，包括规划、编制预算、人力资源、征聘和设施： 

 - 拟订、证明和执行科预算，以 少费用实现科的目标； 

 - 研究和审查方案活动，以决定 好的执行方法，包括在适当时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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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汇报方案发展情况和成果； 

 - 审查要求设备和建议采购设备； 

 - 评估科工作人员的业绩； 

 - 拟订科工作人员的职务说明，视需要征聘工作人员，确保遵守行政规定。 

7. 负责记录法官全体会议的议事录，以及协调向法庭全体会议提供后勤、技术

和行政支援。确保分发和执行法官全体会议的裁决。 

鼓吹人权和民主化 

1995 年 5 月至 6 月： 

 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聘请我在审判马拉维前国家元首海斯廷

斯·卡穆祖·班达博士及另外三人在其统治期间侵犯人权案时担任人权专家/国

际观察员。在审判班达博士和另外三人一案，我的任务包括： 

 - 取得关于审判进行情况、被告案件性质以及审判所根据的法律框架的资

料； 

 - 收集更多关于导致审判的政治和法律情况的一般背景资料； 

 - 向法庭、马拉维有关当局以及一般公众和国际公众宣传国际社会对审判

的关注和关切。 

 特别是我必须查明： 

 - 审判是否按照正当法律程序进行； 

 -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审判是否公平； 

核实是否执行下列原则： 

 - 司法当局独立； 

 - 被告得到律师代表的权利； 

 - 禁止酷刑； 

 - 会见家庭律师/医生； 

 - 法律不溯既往原则； 

 - 公开迅速审判的权利； 

 - 无罪推定原则； 

 - 上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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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马拉维有关当局举行讨论，提请它们注意我任务的性质，寻求它们在我

执行任务时给予协助与合作。在我整个任务期间，我获准多次上门访问付了警察

保释金的被告，即班达博士和塞西莉亚·卡扎米拉女士，也多次到监狱探视在押

的另两个被告。 

 我出席了法庭开庭，坐在审判室里特别为我提供的显著的位子。 

 在我探监以及与有关当局进一步会谈和讨论后，在押被告获准家属/医生探

监。经过适当程序，四个被告都无罪开释。 

1994 年 2 月至 5 月： 

 在联合国选举援助秘书处（选举秘书处）和一个联合国际观察员小组（观察

员小组）下，被任命为观察在马拉维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人权专家/国际观察员。我是有十一个成员的国际法学家小组的协调人。在我们

的任务期间，我们除其他外： 

 - 向马拉维的国家协商理事会和选举委员会提供关于将人权方面列入公

民教育运动的意见。国家协商理事会是一个过渡政府，设立它是为了在

选举之前治理马拉维，其成员来自马拉维的所有政党。 

 - 协调选举秘书处的工作，特别是同政党、非政府组织、警察、陆军、监

狱官和各种教会举行公民教育讲习班和讨论会。 

 - 同所有有关各方展开初步研究和协商，以期制定立法和法律框架，以维

护在马拉维的人权，结果废除宪法和其他法律，使马拉维为举行多党民

主选举做好准备。 

1993 年 5 月至 6 月：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任命我为人权专家/国际观察员以及有五名成员的马拉维

观察员特派团的协调人，以观察将决定马拉维未来政治制度的全国公民投票的举

行。公民投票的问题是马拉维是否应维持一党国家或采用多党政府制度。马拉维

人压倒性地选择了多党政府制度。 

 

银行业 

1984 年至 1992 年   赞比亚中央银行副法律顾问 

 作为法律顾问，我担任法律部门主管。我是赞比亚中央银行的法律顾问。作

为中央银行的法律顾问，我向负责银行日常业务的总经理提供关于银行业务方面

的法律规定和框架的咨询意见。作为该国的中央银行，赞比亚银行管理《赞比亚

银行法》和《外汇法》，并且根据《银行法》协助政府管理和监督商业银行的业

务。当时，赞比亚银行直接和通过商业银行深入地参与国际金融和贸易。作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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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顾问，我协助中央银行确保遵守其涵盖国际金融和贸易的业务的法律方面，检

查签订的一切协定，确保遵守有关法律。特别是，我就下列法律事项向银行提供

咨询意见：与贸易有关的贷款/信贷协定及其他安排，以便获得外汇以履行赞比

亚银行本身或赞比亚共和国政府作出的贷款承诺。 

私人执业律师 

1992-1996 年  私人执业律师 

 我在卢萨卡开设我自己的法律事务所，称为马蒂姆巴律师事务所。在这段

期间，我的事务所赢利甚丰，事务所专承办刑事和民事诉讼、产权转让、商业

交易；事务所并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区域进行关于人权和民主化问题的公民教育

运动。 

司法履历 

1980-1984 年  被任命为赞比亚哈拉雷/圭洛高级法官 

 负责审理刑事民事和婚姻案件。 

1978-1980 年  被任命为赞比亚卡布韦驻地法官 

- 作为赞比亚中央省卡布韦的驻地法官，我负责所有专业

工作人员（法官和地方法院法官），包括在该省的所有

行政支援工作人员。当时，卢萨卡省是中央省的一部分。 

- 作为上诉法院，审查地方法院的裁决。 

- 通过进行初步调查，有权审理谋杀案件。 

- 中央省一切监狱、包括穆科贝科重型犯监狱的检查法官，

确保囚犯的拘押及待遇符合法律，同时监测监狱的一般环

境。 

其他委派/任命 

1995 年 被任命为赞比亚私有化管理局顾问。 

1994 年 被任命为卡夫蒙特商业银行董事会成员。 

1994-1996 年 赞比亚法律协会 

 当选赞比亚法律协会副主席。 

1982-1994 年 赞比亚法律协会 

 当选赞比亚法律协会理事会成员。 



 

 107
 

 A/59/888

1993 年 财政部长任命的研究小组的一部分，研究小组负责研究和改革

赞比亚的金融系统，使它符合自由化的经济，并且为下列三项

新的法律提供框架： 

  ㈠ 新金融机构法 

 ㈡ 证券法 

 ㈢ 赞比亚银行法 

1994 年 赞比亚税务署理事会成员 

 被财政部长任命加入赞比亚税务署理事会，任务是改革赞比亚

的税务法以及使之符合自由化的经济。 

1993 年 赞比亚税务署 

 被理事会选为赞比亚税务署副主席。 

1992 年 被提名为赞比亚大学法律协会赞助人。 

1992 年 赞比亚地方政府选举委员会 

 专员——被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任命加入赞比亚选举委员会，任

务是改革赞比亚的选举法，以迎接民主施政的挑战。 

1991 年 赞比亚独立监测队 

为了观察和监测在 1991 年赞比亚的总统和议会选举而构想的

赞比亚独立监测队的创立人和理事会成员。 

1989 年 议会实况调查委员会 

被赞比亚共和国总理阁下任命加入法律专家委员会，以调查和

报告在政府和国营企业中任何歧视妇女的法律。 

专题讨论会 

 多年来我组织或参加在非洲、欧洲和美国各地关于民主、人权以及与国

际金融和贸易有关问题的会议、讲习班和讨论会。特别是，我一直参与关于

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基于性别的战争罪行、将国际法律标准纳入国家结构的

讨论。 

2002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

（坦桑尼亚阿鲁沙） 

参加非洲对话讨论会 

“促进非洲的正义与和解：对人权和发展的挑

战”，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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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6 月 16 日至 20 日

（瑞士日内瓦） 

瑞士日内瓦州博塞全基督教中心 

参加关于“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

法庭保护证人方案拟订联合程序和标准”工作组，

这是妇女宣传工作协调会举办的。 

1998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瑞

士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瑞士日内瓦 

参加“妇女、战争与司法问题专题讨论会”。 

1994年4月至5月（马拉维，

全国各地） 

为非政府组织、政党举办一系列讲习班/讨论会，

说明它们在观察和监测在多党环境中的选举的角

色。 

在马拉维各地举办公民教育讨论会/讲习班，说明

执法官员在多党选举期间及其后的角色。 

1994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纳

米比亚温得和克） 

参加英联邦秘书处举办的关于“促进民主、人权

和发展”的讨论会。 

1993 年 5 月（马拉维，全国

各地） 

为教会领袖、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举办关于“投票

的秘密性和普选制”的一系列讲习班/讨论会。 

1993 年 12 月（德国波恩） 参加“促进人权和德国国际合作基金参与非洲”

讨论会。 

1993 年 11 月（赞比亚，全

国各地） 

在赞比亚法律协会的赞助下，为警察/监狱官员举

办关于司法机构、警察、监狱官和新闻界在民主

政治中的角色的一系列演讲/电视访问。 

1993 年 10 月（肯尼亚纳纽

基） 

参加全国民主研究所和肯尼亚妇女教育中心举办

的关于“促进更多政治参与”的讨论会。 

1993 年 2 月（瑞典斯德哥尔

摩） 

 参加瑞典外交部国际发展合作和人权司举办的关

于“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发展合作”讨论会。 

1993 年 2 月（莱索托马塞

卢） 

关于“妇女在准备、监测和观察选举方面的作用”

讲习班顾问。 

1992 年 作为赞比亚大学法律协会的赞助人，举办了主题

为“赞比亚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将来”的讨论会。 

1991 年 4 月（美国华盛顿特

区） 

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法学会的关于“资本

市场：发展和管制”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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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意大利罗马） 参加在意大利罗马国际发展法学会举办的关于

“发展律师的课程”的讨论会。 

1987 年 9 月（肯尼亚内罗

毕） 

代表赞比亚律师协会参加 1987 年 9 月 7 日至 10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主题为“法律与庇护所”

的非洲和中东女律师联合会区域会议。 

1987 年（美国华盛顿特区） 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法学会举办的关于

“国际贷款谈判和再谈判”的讨论会。 

1986 年 4 月（赞比亚卢萨

卡） 

作为赞比亚法律协会的理事会成员，于 1986 年 4

月 2 日至 5 日在卢萨卡组织了非洲国际法律工作

者非洲国际会议成立大会。 

1986 年 11 月（赞比亚卢萨

卡） 

作为赞比亚律师协会的理事会成员，组织了 1986

年 11 月 10 日至 14 日在卢萨卡举行的主题为“司

法机构和法律职业的独立性”的非洲律师协会和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联合讨论会。 

1985 年 8 月（赞比亚卢萨

卡） 

作为赞比亚律师协会的理事会成员，组织了“1985

年 8 月 12 日至 19 日在卢萨卡举行的非洲律师协

会第五届两年期大会”。 

1985 年（美国华盛顿特区） 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法学会举行的关于

“外国投资谈判”的讨论会。 

1981 年 6 月（津巴布韦哈拉

雷） 

津巴布韦共和国司法部举办的关于“提高司法机

构中妇女的地位”的妇女会议顾问。 

 

有介绍信备供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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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皮卡尔(Michèle Picard)(法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5 年 4 月 20 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 

学历  

1980-1982 年 国家法官学院士 

1978 年 巴黎第二大学法学硕 

履历  

2001 年至今 南特尔大审法庭副庭长 

1997-2003 年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权分庭庭长 

1996 年 2 月至今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权分庭成员 

1995-2001 年 巴黎大审法庭法官 

1989-1995 年 借调外交部法律事务司 

1987-1989 年 借调经济财政部 

1985-1987 年 高法院助理办案员 

1982-1984 年 贝蒂纳大审法庭法官 

人权领域活动 

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候补成员 

欧洲委员会审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的国内法律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专家 

在借调外交部期间： 

- 处理法国在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各公约委员会的人

权诉讼 

- 参加人权国际文书的谈判 

- 参加欧洲委员会若干委员会和联合国若干工作小组 

- 多次参加联合国会议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语文 

法文（母语） 

英文（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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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林莫尔·桑顿·因尼斯·波拉德(Brynmor Thornton Inniss Pollard) 

(圭亚那) 
 

 

出生日期：   1928 年 10 月 10 日 

国籍：    圭亚那 

婚姻状况：   已婚，有 4 名子女 

教育和资格 

1940 年至 1947 年  皇后中学，圭亚那 

1952 年至 1957 年  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法学学士

(荣誉)；法学硕士 

1966 年至 1967 年  研究员，纽约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法学硕士(国际法)纽
约大学 

职业 

2002 年 8 月至 
2004 年 8 月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主席 

2000 年 8 月至 
2002 年 8 月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副主席 

1997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律委员会委员 

1999 年 1 月至 
1999 年 8 月 

宪政改革工作组成员(圣基茨和尼维斯)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4 月 

法律顾问，圭亚那选举委员会 

1999 年 11 月至 12 月 法律顾问，英联邦秘书处——桑给巴尔宪法审查 

1995 年 9 月至 
1998 年 8 月 

项目管理人员——圭亚那政府，西印度群岛大学/美国国

际开发署，圭亚那司法改进项目 

1996 年 1 月至今 圭亚那司法事务委员会委员 

1995 年 3 月至今 法律顾问 

1994 年 3 月至 
1995 年 3 月 

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秘书处总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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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10 月至 12 月 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法学院访

问教授 

1985 年 格林纳达宪法审查委员会委员 

1985 年 11 月至 
1994 年 2 月 

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秘书处负责秘书处法律科的法律

顾问 

1989 年 12 月至 
1990 年 2 月 

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 

法律顾问——纳米比亚独立宪法谈判 

国家奖状 

1974 年 2 月 金箭成就奖 

1979 年 2 月 酋长荣誉奖 
 

在司法事务委员会中的职责 

司法事务委员会委员的主要职责是任命司法机构的成员和维护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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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帕德·普兰德勒(Árpád Prandler(匈牙利) 

 

学术资格 

 - 法学士，（法律博士）1952 年，——（罗兰 Eötvös Loránd）大学，布

达佩斯，法学院； 

 - 历史学士，1957 年，——罗兰（Eötvös Loránd）大学，布达佩斯，历

史学院； 

 - 法律科学学位（国际法，哲学博士）候选人，1972 年，匈牙利科学院； 

 - 助理教授（1952 年至 1962 年）和副教授（1969 年至 1983 年）、国际法

名义教授（1983 年至今）——布达佩斯大学，法学院； 

 - 近改称为布达佩斯 Corvinus 大学的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国际关系系

荣誉教授；国际法，国际组织（1992 年至今）。 

专业活动 

外交部（1962 年至今） 

 - 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常驻代表，纽约，1963 年至 1968 年。 

 - 匈牙利律师协会秘书长，1968 年至 1974 年。 

 - 外交部国际法司司长，布达佩斯，1974 年至 1983 年。 

 - 大使（1976 年至今）。 

 - 常设仲裁法院法官，海牙（1981 年至今）。 

 - 出席 1963 年至 1970 年、1975 年至 1982 年、1994 年至 2004 年联合国

大会各届会议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 

 -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第六（法律）委员会主席，2002 年至 2003

年。 

 - 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匈牙利代表团团长，1974 年至 1982 年。 

 -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帮办兼司长，纽约，1983 年至

1990 年。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四次审议大会秘书长（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级

别），1990 年。 

 - 匈牙利驻多瑙河委员会副代表（1993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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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 90 条所设国际人道主义

实况调查委员会委员（1996 年至今）； 

 - 外交部国际法司高级顾问（1992 年至 1997 年）、副司长（1997 年至 2000

年）； 

 - 外交部国际法司司长（2001 年 1 月至 2002 年）； 

 - 参加《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筹备工作（外交会议，罗马，1998 年）的匈

牙利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匈牙利代表团团长，

1999 年至 2002 年。 

 - 外交部高级顾问（2003 年至今）。 

 - 修订《1948 年关于多瑙河航行制度的贝尔格莱德公约》筹备委员会主席

（2003 年至今）。 

其他职务 

 - 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1999 年至今）； 

 - 国际法协会匈牙利分会会长（2000 年至今）； 

出版物 

 - 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专论； 

 - 各篇论文，尤其是涉及下列主题者：《联合国宪章》、维持和平、海洋法、

裁军、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刑法、人权法和国际组织； 

 - 关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大学教科书，2001 年初版；2005 年第二版

和订正版。 

个人资料 

 1930 年 2 月 23 日出生于匈牙利考波什堡 

 语文能力：英语、法语、俄语 

 



 

 115
 

 A/59/888

  金伯利·普罗斯特(Kimberly Prost)(加拿大) 
 

 

出生日期：1958 年 6 月 4 日 

国籍：加拿大 

教育和专业训练 

1991 年 4 月，取得安大略律师资格； 

1986 年 1 月，取得育空地区律师资格； 

1982 年 6 月，取得马尼托巴律师资格； 

1978-1981 年，马尼托巴大学法学士； 

1976-1978 年，马尼托巴大学（文学院，主修经济及历史）。 

专业背景 

 2005 年 4 月至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条约和法律事务处，法律

咨询科，科长。 

• 管理法律咨询科，该科对内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提供法律咨

询意见，并就各项关键的联合国刑事法律公约的执行向成员国提供法律

和政策方面咨询意见； 

• 向各国提供关于执行实施公约的法律方面和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方面（包

括抑制和没收犯罪所得）的技术支援，并负责提供工作的管理； 

• 作为秘书处团队的一部分，编写文件和报告，并向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及其他会议和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援。   

 2000 年 7 月至 2005 年 4 月：英联邦秘书处，法律和宪法事务司，刑法科科

长，副司长。 

• 管理刑法科，包括工作人员监督，预算管理和项目发展，并向秘书处高

级管理人员、包括秘书长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 向英联邦成员国提供关于刑法问题的一般法律和政策咨询意见与援助； 

• 拟订和实施旨在促进国际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犯罪行为的方案，特别是下

列犯罪行为：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

犯罪、电子计算机犯罪、贪污腐败和洗钱； 

• 设计和执行各种方案、协助各国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加强

本国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能力；参加一个专家组拟

订执行《罗马规约》的示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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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订培训和研讨会方案，以促进国际合作打击犯罪，鼓励切实执行英联

邦引渡和法律互助计划； 

• 设计和执行一个主要方案，协助成员国拟订立法，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关于反恐怖主义措施的第 1373 号决议和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并培

训警察和检察官进行反恐怖主义调查和起诉； 

• 主持一项拟订《英联邦内部起诉国际罪行手册》的计划，并撰写其中若

干章节； 

• 担任英联邦法律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的副会议秘书，为这些会议编写政

策文件，并执行这些会议所作的决定； 

• 组织并主持在牛津大学举行的关于国际刑法问题的国际会议，该会议有

英联邦内外 200 多名与会者参加； 

• 向各种国际论坛和会议提出关于国际刑法、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法公

约、恐怖主义、贪污腐败和犯罪所得问题的论文； 

• 代表英联邦秘书处出席各种国际论坛，包括联合国和有关的组织及机

构、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非洲联盟和加勒比

共同体等区域组织； 

• 代表英联邦秘书处出席英联邦秘书处仲裁法庭。 

 1994 年 6 月至 2000 年 7 月：加拿大司法部，联邦起诉处，国际援助组，组长 

• 管理国际援助组，该小组代表加拿大司法部长担任国际刑事事项合作的

中央当局；并负责管理加拿大的引渡和法律互助方案； 

• 就广泛的刑法问题向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内阁、议会委员会和政府高

级管理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 就牵涉到刑法、引渡和国际法问题的一些案件在加拿大 高法院出庭； 

• 就行政和安全情报事项在加拿大联邦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出庭； 

• 同国内外官员以及国际组织联系，协助拟订互助和引渡政策及方案，并

就刑事事项合作向诸如联合国和英联邦等国际组织提供咨询意见和援

助； 

• 谈判拟订加拿大和世界各国签订的 40 多项双边引渡和法律互助条约； 

• 加拿大出席以下会议的代表团成员：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

1998 年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及随后的国际刑事法院预

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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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订加拿大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之间的合作

机制和安排； 

• 协助拟订政策，起草法案并向议会提出，以改革加拿大的引渡制度，法

案于 1999 年成为法律；此外起草对刑事事项法律互助法的立法修正案； 

• 协助拟订政策，起草法案并向议会提出，以立法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及处理一般战争罪，法案于 2000 年成为法律； 

• 加拿大出席 1994 年英联邦牛津互助会议代表、主讲及工作组主席； 

• 加拿大出席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7

条（互助）执行问题联合国专家工作组代表及报告员； 

• 加拿大出席八国政治集团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高级专家组代表； 

• 联合国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举办的法律互助和引渡问题培训班专家

顾问； 

• 1998 年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法律互助和引渡问题培训班专

家顾问； 

• 1998 年关于提议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华沙专家会议加

拿大专家； 

• 1999 年美洲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会议加拿大司法部长顾问； 

• 1999 年联合国药物管制署/西印度大学加勒比检察官和金融调查员区域

会议专家顾问和主讲； 

• 1999 年联合国药物管制署/西印度大学加勒比法官研讨会法律互助问题

专家和主讲； 

• 加拿大出席联合国谈判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代表； 

• 1999 年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拟订非洲区域法律互助和引渡

公约会议专家顾问。 

 1990 年 1 月至 1994 年 6 月：加拿大司法部刑法处高级顾问。 

• 向司法部长和政府提供关于国际刑法问题的政策意见，并管理法律互

助、引渡和其他刑法问题的业务个案； 

• 就刑事引渡和宪法案件在加拿大 高法院出庭； 

• 拟订执行《刑事事项法律互助法》的政策； 

• 就个别的法律互助请求和一般政策事项同外国官员联系； 



 

118 
 

A/59/888  

• 审查数以百计的往来援助请求，包括关于毒品和贩卖毒品所得的调查和

起诉的请求； 

• 参加条约谈判； 

• 向调查当局提供关于互助和引渡的咨询意见； 

• 处理向加拿大提出的和加拿大自身提出的引渡和移交被引渡人的请求； 

• 担任审查安全情报逮捕状的独立顾问。 

 1987 年 6 月至 1990 年 1 月：加拿大司法部，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科，顾问。 

• 向司法部长和各政府部门提供关于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立法

和政策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并参与该科的发展与设立工作； 

• 编写关于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内刑法问题的详细法律意见； 

• 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发展合作安排和评估及收

集资料和证据； 

• 提供个案评估，供部长考虑，以可能根据相关法律起诉； 

• 准备法律证据，以提出委托搜集证件申请和进行起诉案件的审前聆讯； 

• 管理一个多学科团队，包括警察、检察官和历史学者。 

 1982 年 6 月至 1987 年 6 月：加拿大司法部，温尼伯区域办事处，联邦检察官。 

• 代表联邦政府进行广泛系列的起诉工作，包括贩毒、逃税和反垄断案件，

并以上诉律师身份在马尼托巴上诉法院和加拿大 高法院出庭； 

• 代表联邦政府在行政法庭出庭； 

• 向各政府部门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 处理巡回法院起诉工作，支援育空和西北地区司法部办事处； 

• 在包括取证和审判以及和解谈判期间，担任民事诉讼案件中的代表政府

的律师； 

部分著作 

Commonwealth Manual on the Domestic Prosecu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2005. 

Commonwealth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00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 Commonwealth Perspectiv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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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Extraditi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Proceeds of Crime, 2002. 

Extradition: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reaty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Rodrigo Yepes-Enriquez and Lisa Tabassi(eds.), 
T.M.C.Asser Press, 2002, The Hague, Netherlands. 

Towards Meaningful Adherence to Multilateral Instrument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e Challenges to Effectiv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Rodrigo Yepes-Enriquez and Lisa 
Tabassi(eds.), T.M.C.Asser Press, 2002, The Hague, Netherlands. 

“Chapter 14:Enforcemen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Roy Lee(ed.),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1, 
New York. 

“Part 9: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Commentary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bservers’ Notes, Article by Article, 
Otto Triffterer(ed.),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1999, Baden-Baden.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 Drugs Law, D.C.Jayasuriya, R.K.Nayak, A.Wells(eds.), 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1997, New Delhi. 
 

演讲和讲课 

• 曾在非洲、亚洲、加拿大、加勒比、欧洲、南太平洋和美国发表 100 多

次演讲和讲课，讲题为国际刑法，包括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法公约，恐怖主义，贪污腐败，国际合作（引渡

和法律互助）和抑制及没收犯罪所得。 

• 讲题例子： 

° “关于反洗钱的国际文书和准则”及“打击资助恐怖主义”（2004

年爱尔兰比尔法斯特国际警察首长协会大会）； 

° “对 9/11 后恐怖主义的法律回应”（2003 年英联邦法律会议）； 

° “罗马规约谈判”（2002 年南非德班国际律师协会年会）； 

° “克服有效法律互助的障碍”（2001 年牛津刑事事项国际合作会

议）； 

°  1997 年渥太华国际检察官协会年度大会第 2 次会议基调演讲，主

题为国际合作； 

° “引渡实践的主要问题”（1995 年埃及开罗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大会）。 

• 诺丁汉大学，皇后大学（加拿大）和伦敦经济学院客座讲师；麦吉尔法

学院（加拿大）国际刑法兼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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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1999 年  外交部长外交政策优异奖 

 1981 年  马尼托巴大学法律成绩 优异金章 

 1980 年  校友会成绩优异奖学金 

 1980 年  卡斯韦尔书奖——法律二年级成绩 优异 

 1980 年  谢弗龙公司法律一、二年级加权平均分数 高奖学金 

 1979 年  伊斯比斯特大学成绩 优异奖学金 

 1979 年  索罗诺中尉法律一年级成绩 优异奖 

 1979 年  卡斯弗尔书奖——法律一年级成绩 优异 

 1979 年  科尼合同奖 

 1979 年  戴维·莱文不动产纪念奖学金； 

 1979 年  莫罗斯尼克刑法奖（得奖人之一） 

 1978 年  圣保罗书院年度保罗信徒奖 

 1978 年  克利福斯美国历史奖 

 1977 年  杰拉尔德·谢里敦神父经济纪念奖学金 

 1977 年  校友会成绩优异奖学金 

 1977 至  列入院长成绩 优异学生名单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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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赫·阿卜杜勒·拉希德（Sh. Abdul Rashid）(巴基斯坦) 
 

 
 

出生日期：1944 年 6 月 1 日 

N.I.C.No.：35201-7007528-5 

永久地址：23-D Zapar Road, Lahore CANTT. 

教育 

㈠ 1963 年获文学士学位  

㈡ 1965 年获法学士学位 

㈢ 两度通过 Central Superior Services 考试：头一次于 1967 年，第二

次于 1969 年。 

律师业务 

 1965 年 10 月至 1978 年 8 月在 Rahim Yar Khan 地区展开律师业务，包括刑

事和民事两方面。 

 (谋杀案是我侧重关注的领域，在所述期间，我在 Rahim Yar Khan 的裁判法

庭进行了 500 多宗审判。) 

职业记录 

 (a) 1978 年 9 月担任增补地区和裁判法官，其后在 Rawalpindi、Kasur、

Sheikhupura 和 Jehlum 地区担任同样职位，至 1987 年 10 月。在所述期间，平均

每年裁决 50 宗谋杀案件，处理了数千宗刑事和民事方面的上诉案件和改判的案

件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b) 1987 年 11 月晋升地区和裁判法官，在 Jehlum 地区（旁遮普省）任职，

至 1992 年 5 月，然后在 1992 年 6 月到 Bahawalpur 任职，至 1992 年 10 月。 

 (c) 1992 年任职于中央政府（巴基斯坦）。 

㈠ 伊斯兰堡 Rawalpindi 分区特别银行法庭主持法官，至 1997 年 5月。 

㈡ 1993年 12月至 1995年 10月兼任伊斯兰堡Rawalpindi 分区银行法

庭庭长。在特别银行法庭和银行法庭，我裁判了银行向债务人和顾

客的索偿及裁定数额，并执行程序追偿债务人被裁定的数额。 

㈢ 1995 年兼任中央 Rawalpindi 分区（旁遮普省）特别法官，以该身

份审理中央政府雇员行为失检和各种贪污犯罪的案件。我还审理涉

及贩卖人口和非法移民及其他有关犯罪的案件。 



 

122 
 

A/59/888  

㈣ 1996 年至 1997 年 3 月兼任整个旁遮普省的银行法庭法官，并以该

身份审理银行交易和业务的贪污案件。 

 (d) 1997 年 7 月返回原司法部门，担任 Kasur（旁遮普省）地区和裁判法庭，

至 1998 年 2 月。 

 (e) 1998 年 3 月担任旁遮普法律和议会事务的政府秘书。以该身份履行了下

列职务： 

㈠ 以旁遮普政府及所有部门的首席法律顾问身份处理所有法律事务，

包括诠释法律、规则、具法律效力的命令、民法及其程序。 

㈡ 代表国家监督，监测和控制刑事起诉；代表旁遮普省或针对旁遮普

省进行民事诉讼，涉及该省的刑事和民事诉讼几达 1 000 宗。 

㈢ 担任旁遮普省整个起诉部门的行政主管，属下人员计有约 50 名地

区检察官、100 名副地区检察官、和 200 名助理地区检察官。所有

与起诉处有关的行政事项和事务均属于我的管辖范围。 

㈣ 进行政府诉讼，包括以代表身份在下列诉讼中出庭：刑事案件、不

服有罪或无罪裁决或要求加重刑法的上诉。由法律部们负责展开和

辩护的涉及政府和公务员被控告的民事诉讼事宜均由我控制和指

导。 

㈤ 监督和指导整个旁遮普省的法律事务，包括审查法案、法令、通告、

规则、条例、法定命令和附则等方面的拟订工作。各部门提出的旨

在在省议会展开立法程序的提议均要通过法律部门。法律部门除了

拟订立法外，还向有关部门提出咨询意见，说明在向议会提出立法

之前是否需要遵守一些法律规定。法律部门还要提供咨询意见，说

明提议的法律是否忽视或违反或没有符合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然

后，法律部部门将草案及有关咨询意见呈递省内阁，以供批准或否

决。草案获得批准后，法律部门会在议会中提出及作出处理。在议

会通过后，经法律秘书签署予以通知和公布。所有这些程序均由法

律秘书监督和监测。 

㈥ 作为法律秘书，代表旁遮普政府与中央政府商讨一切与旁遮普省有

关的法律问题。 

 (f) 2000 年 12 月，返回上级司法部门，担任 Sargodha（旁遮普省）的地区

和裁判法官，至 2002 年 9 月。 

 (身为 Jehlum、Bahawalpur、Kasur 和 Sargodha 地区（旁遮普省）的地区和

裁判法官，我进行了 500 多宗开庭审判(谋杀案)以及在裁定数千宗上诉和改判的

刑事和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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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2002 年 9 月 6 日，担任拉合尔高等法院的书记官长，这是省司法部门

高级的职位。 

㈠ 身为书记官长，担任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主要人事干事，监

督和控制拉合尔高等法院及其三个分处的书记官处事务。 

㈡ 是整个拉合尔高等法院机构总部及其在 Rawalpindi、Multan 和

Bahawalpur 分处的行政首长。 

㈢ 监督和指导主持干事及旁遮普省属下的 34 个分区法庭(超过 1 000

个)的所有行政问题和事项。 

 (h) 2003 年 9 月头一个星期晋升为拉合尔高等法院法官，任职至今。 

身为拉合尔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和处理完毕数以千计的民事、刑事和宪

政案件。 

训练和课程 

 (a) 1981 年 10 月至 1981 年 12 月，在伊斯兰堡联邦司法学院进修法律和伊

斯兰法课程。 

 (b) 1982年 2月第三个星期至1982年 4月15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大学进

修六个星期课程。 

 (c) 在拉合尔的 NIPA(旁遮普省)进修 6 个星期的法律和伊斯兰法课程。 

 (d) 在伊斯兰堡联邦司法学院进修为期两个星期的伊斯兰法复习课程。 

 (e) 进修伊斯兰堡联邦司法学院在美国缉毒机构协助下的为期一个星期的

缉毒法律讨论会。 

注 

 在我自 1965 年至 2005 年长达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担任过刑事案件和民

事案件的律师，共达 13 年之久；担任过不同类别的法院法官和审判长，共达 23

年之久，就数千宗司法案件作出过裁定；并担任过行政事务首长，即任旁遮普省

法律和议会事务秘书约达 3 年，任拉合尔高等法院书记官长达 1 年。 

兴趣爱好 

 阅读、旅游、研究不同文化和社会、板球和足球等体育运动、以及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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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尼波拉娜·拉索阿扎娜尼（Vonimbolana Rasoazanany）(马达加斯加) 
 

 

身份  

 • 马达加斯加籍 

• 1950 年 11 月 13 日出生于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 

• 已婚，配偶为勒内·维克托·安德里马胡利，育有子女三人 

职衔 高级法官（1996 年 1 月 1 日起） 

 马达加斯加 高法院分庭审判长 

现职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荷兰海牙）审案法官 

学历 1971 年 高中毕业文凭，选修哲学 

 1975 年 法学士学位（塔那那利佛大学法学院） 

 1975 年 塔那那利佛大学，司法研究所，学位 

证书 1999 年 美国国防部国际法律研究所颁发的维持和平行动证书（维

和行动的法律方面问题） 

 1999 年 法国内政部国际警察技术合作处颁发的“对抗毒品和毒瘾

斗争”工作证书（法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 

 2000 年 参加法官训练人员培训证书 

 2001 年 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颁发的人权培训班参

加证书 

 2002 年 联合国药管防罪办事处组织的“东部和南部非洲与毒品有

关案件的司法体系”法官学习班参加证书（南非比勒陀利

亚） 

荣誉勋章 

 • 国家骑士勋章 

 • 马达加斯加国家荣誉勋章 

 • 美国传记学会颁发“21 世纪伟大妇女”奖（2004 年 5 月 16 日，专门授

予因杰出奉献和专业正直而取得成就和具有影响力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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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经历 

 1976-1978 年 迭戈苏亚雷斯代理检察官 

 1978-1981 年 安布西特拉市法院法官，预审法官：负责预审和调查血案、

重大抢劫案、偷牛案、屠杀案等等。法官：负责审理刑事、

惩戒、民事案件 

 1981-1985 年 安齐拉贝初审法院法官、预审法官 

 1985-1990 年 塔那那利佛上诉法院法官：审判刑事、惩戒、民事、上诉案

件；普通刑事法院院长 

 1991-2001 年 高法院法官，由国民议会选派担任 高法院监督小组成

员；初审法庭和上诉法院法官督察 

 2001 年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当选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审案法官，任期 4 年（2001 年 6 月 12 日至 2005 年 6

月 11 日） 

 2002 年 6 月 获任命为司法部研究和对外关系主任 

 2003 年 11 月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案法官 

其他专业活动 

 1985-1986年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民法助理教授 

 1992年 马达加斯加宪法起草委员会专家委员 

 1993-1996年 马达加斯加法官协会咨询成员 

 1997年 审前拘留期间人道待遇问题小组成员（5年以上审前拘留犯共 

3 000多名，其中 2 497 名业经审判） 

 1998年至今 促进人权工作组成员（美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 

 2000年 与开发计划署顾问合作编写马达加斯加与联合国系统共同

进行的“人权做法”的联合专题审查报告 

 2000年 与儿童基金会顾问合作编写《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报告》

（马达加斯加） 

 2000 年至今 非洲人权与人民联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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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至今 马达加斯加保护人权全国委员会成员 

 2002年至今 保护人权联盟成员 

讲习班和会议 

 1996年 女法学家讲习班 

 1996年 辩护权与律师作用讲习班 

 1998年 “改善法官工作战略”全国会议 

 2000年 “反腐败的斗争”（演讲人） 

 2000年 “人权与基督教”（演讲人） 

 2001年 非统组织-民间社会，“发展伙伴关系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

展”（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培训 

 1999年 参加美国国防部国际法律研究所组织的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

培训 

 1999年 权利与管理的培训 

 2000年 对审判工作的视察培训 

 2000年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组织的难民权利问题培训 

 2000年 高法院上诉庭及处理上诉技术培训 

 2000年 法官培训员培训 

 2001年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组织的人权培训 

 2002年 法律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培训员训练班 

 2002年 “南部和东部非洲与毒品有关案件的司法体系”培训（10

月 7 日至 11 日，南非比勒陀利亚） 

语言知识 

• 马达加斯加语：母语 

• 法语：读、写、说流利 

• 英语：懂晓读、说 

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知识 

• MS Word、Excel、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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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和文章 

 2000年 反腐败的斗争 

 2001年 国际刑事法庭在建立司法责任和建立法治国家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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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勒·比约恩·斯托尔(Ole Bjørn Støle)(挪威) 
 

 

地址：   Inkognito terr 7 B，0256 Oslo，Norway 

电话：   91 32 59 80 

电邮：   ole.bjorn.stole@hoyesterett.no 

出生日期：  1950 年 4 月 9 日 

专业经历 

2002 年-    高法院法官，挪威奥斯陆，管辖宪法、刑事和民事案件 

1994 至 2002 年 Haavind Vislie 律师事务所伙伴，奥斯陆 

    开业律师，诉讼 

1990 至 1993 年 法官，卑尔根 Gulating Lagmannsrett（上诉法庭） 

    管辖刑事和民事案件。多次担任主审法官 

1985 至 1990 年 卑尔根私营律师公司伙伴 

    开业律师，诉讼 

1980 至 1985 年 律师，奥斯陆 

    民事，专长诉讼 

1978 至 1980 年 助理法官，克里司蒂桑地方法庭 

    管辖刑事和民事案件 

1976 至 1978 年 奥斯陆司法部法律顾问 

1974 年   卑尔根大学法律助理 

    私法研究所 

教育 

1983 年   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爱丁堡 

    （欧洲青年律师奖学金计划） 

1971 至 1976 年 卑尔根大学，通过法律学位考试 

1970 至 1971 年 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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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料 

2005 年-   国际刑法改革协会会员 

2004 年-   欧盟法官促进环境论坛成员 

2001-2004 年  挪威市场理事会主席 

2003 年-   挪威国家法官协会刑法小组委员会主席 

1982 年   获得在 高法院出庭辩护的资格 

1980 年   获律师资格 

语言 

挪威语：母语 

英语：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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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特·特林(Krister Thelin)(瑞典) 
 

 

出生日期： 1947 年 12 月 8 日 

国籍：  瑞典 

教育 

瑞典 Lund 大学法学博士（Juris Kandidat），1972 年 

法学硕士（LL.M：联合国法律、比较宪法性法律和国际法律程序）美国哈佛法学

院，1976 年 

专业履历 

A. 瑞典司法和公务部门： 

㈠ 1972 年至今：Lund 地方法院法律办事员，1972 至 1975 年；位于 Malmö

的 Scania 上诉法庭法律办事员，1975 至 1978 年；法官，1984 年；上

诉法官，1990 年；首席上诉法官，1998 年 

㈡ 1978 至 2003 年：在司法机关（包括司法部国际司、社会安全委员会、

民法、数据保护和越境犯罪预防）休假时担任社会事务和司法部法律顾

问和斯德哥尔摩司法部法律委员会主席 

㈢ 1991 至 1994 年：副司法部长 

B. 巴尔干地区的机构建设 

㈠ 1997 至 1998 年：欧洲委员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宪政机构建设

（宪法法院、总统职位、部长理事会和萨拉热窝议会）； 

㈡ 1998 至 2002 年：萨拉热窝的独立媒体委员会总干事（其后通信管制机

构，www.cra.ba）（欧盟和美国，根据代顿和平协定）； 

㈢ 2001 至 2002 年：东南欧稳定公约倡议（www.seeurope.org，旨在缩小

东南欧的数字鸿沟和在电信和信息技术领域促进机构和经济发展）； 

㈣ 2002 至 2003 年：贝尔格莱德欧盟政策和法律咨询中心主任（欧盟委员

会给予的任务是协助塞尔维亚和黑山制订加入欧盟的战略，见

www.plac.yu.org） 

C. 审案法官，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海牙：2003

年 12 月至今（获大会 2001 年 6 月选出） 

http://www.cr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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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机关成员 

瑞典法官协会（董事会成员，1984 至 1991 年）；瑞典司法研究协会（主席，1992

至 1998 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瑞典分会；瑞典赫尔辛基委员会；国际律师协会

法官论坛（副主席，2000 至 2001 年）和大赦国际。 

著作 

㈠ The Swedish Code of Judicial Procedure（with judge Anders Bruzelius and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New York,1979； 

㈡ Sweden and the Rule of Law（in Swedish），Stockholm 2001； 

㈢ Articles on inter alia IT-Law, Humanitarian and Constitutional Law in Swedish 
Legal Periodic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语言 

瑞典语（母语）、英语、德语和法语（按掌握程度排序）。 

已婚，配偶为 Barbro Glave-Thelin（律师）。女儿 Karolina，1977 年出生。 

嗜好包括文学、历史和体育（网球和长跑：1990 至 1999 年 10 次参加马拉松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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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托尔克斯多夫(Klaus Tolksdorf)(德国) 
 

 

地址：  Bundesgerichtshof Karlsruhe  

   HerrenstraBe 45a 

   D-76125 Karlsruhe 

电话：  0049（0）721-159-2409 

电邮：  tolksdorf.klaus@bgh.bund.de 

国籍：  德国 

出生日期： 1948 年 11 月 14 日 

专业经历 

2001 年 9 月至今 联邦最高法院审判长 

 （联邦 高法院，在刑事重罪领域管辖民事和刑事案件

的上诉法庭） 

 - 刑事审判庭审判长，除了一般的管辖权外，还特别管

辖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叛逆罪、灭绝种族

罪、恐怖主义案件、叛国罪） 

 - 国家刑法的适用和刑事诉讼法及其促进，并考虑到欧

洲人权委员会对位于Strasbourg的欧洲人权法庭的诠

释 

德国 Karlsruhe，联邦 高法院 

1992 年 1 月至

2001 年 9 月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 审判庭成员，除了一般的管辖权外，还特别具有管辖

道路交通刑法的特别管辖权 

 德国 Karlsruhe，联邦 高法院 

1997 年 1 月至

2001 年 5 月并行 
法院审判长 

- 行政责任，特别负责法官的人事事项，协助院长 

- 接待到访的外国高级代表团 

- 联邦 高法院访问俄罗斯、波兰、斯洛文尼亚、格鲁

吉亚、罗马尼亚 高法院的代表团成员 

德国 Karlsruhe，联邦 高法院 



 

 133
 

 A/59/888

1988 年 10 月至

1991 年 12 月 

联邦宪法法院研究助理 

- 协助法官，特别是协助负责选举法的法官 

德国 Karlsruhe，联邦宪法法院 

1985 年 11 月至

1988 年 9 月 

联邦最高法院学术助理 

（1988 年 4 月任命为高等区域法院法官） 

- 审判庭职员，管辖侵权行为、医疗人员赔偿责任法和 

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 

- 1989 年 10 月起担任联邦 高法院院长助理 

德国 Karlsruhe，联邦 高法院 

1982 年 11 月至

1985 年 9 月 
区域法院法官（区域法庭）  

- 普通民法诉讼、初审和二审法庭 

德国 Münster，区域法院 

1979 年 11 月至

1982 年 10 月 
法官，临时在大学讲授法律 

-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讲授和讨论会 

德国 Münster 大学法律系 

1978 年 4 月至

1979 年 10 月 
法官 

- 普通民事案件 

- 普通刑事案件 

德国波恩区域法院 

1975 年 1 月至

1978 年 4 月 
司法见习员 

德国科隆高等区域法院 

1967 年 10 月至

1970 年 3 月 
警官 

- 巡警 

- 波恩 Münster 区制服警察 

德国 Länder 州 North-Rhine Westph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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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1994 年 4 月至今 讲师 

- 讲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 1999 年 5 月 12 日以来成为荣誉教授 

德国 Münster 大学法律系 

学习/教育  

1969 年 4 月至

1974 年 10 月 

学习法律 

德国波恩大学法律系 

1988 年 6 月 博士学位，论文：“以偏见为由禁止检察官参与”问题 

德国 Münster 大学 

1978 年 3 月 后的国家法律试 

德国杜塞尔多夫国家法律考试委员会 

1967 年 10 月至

1968 年 9 月 

警校 

德国 Münster 

1967 年 6 月 毕业考试 

德国 Wiesbaden 

会员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联合监督机关德国成员 

语言 英语：良好听讲能力；非常好的阅读能力（刑法和法律

名词方面）  

法语：良好的基础知识 

德语：母语 

 
 



 

 135
 

 A/59/888

  斯特凡·特雷施塞尔(Stefan Trehsel)(瑞士)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37 年 6 月 25 日,伯尔尼 

教育  

1956-1963 年 伯尔尼大学法学院；取得律师资格 

1964-1965 年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城大学，国际和外贸法研究所 

1966 年 法学博士（成绩优秀） 

1972 年 兼任教师 

司法工作经历  

1968 年 伯尔尼，临时代理调查法官 

1971-1975 年 伯尔尼区检察官，代理总检察长 

1968-1977 年 在军事法庭担任 50 至 100 案件的被告律师（多半是作为法

律援助律师）；偶尔担任军事法庭专案法官 

1975-1999 年 欧洲人权委员会成员 

1987-1994 年 副主席 

1995-1999 年 主席 

2000 年 在瑞士联邦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的诉讼案件中担任律师 

2001-2004 年 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关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政治犯问题的

独立专家 

为私人、银行、若干国家和欧洲联盟委员会提供许多法律意见 

立法工作经历  

苏黎世 改革违反税法问题专家委员会 

 筹备改革刑事诉讼法工作组 

圣加仑 拟订改革刑事诉讼法指导原则专家委员会 

瑞士 负责筹备全面改革刑法总则专家委员会 

 负责筹备外国人法改革的法律专家委员会 

 负责筹备联邦一级税务刑法改革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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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保加利亚、俄罗斯联邦、科索沃和塔吉克斯坦刑事诉讼程序

改革专家 

 爱尔兰危害国家罪法改革专家 

学术经历  

1964-1966 年 汉斯·舒尔茨博士教授研究助理和高级研究助理 

1967-1971 年  

1975-1977 年 瑞士弗里堡大学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客座教授 

1977-1979 年 伯尔尼、苏黎世和圣加仑三大学客座讲师 

1979-1999 年 圣加仑大学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终身职教授 

1999 年至今 苏黎世大学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终身职教授 

1981 年 海牙学院国外讨论会（达喀尔） 

1997 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关于人权的一般课程 

1999 年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2000 年 圣路易斯大学客座教授 

 举办多次客座讲座 

其他专业经历  

1966-1967 年 瑞士和平队管理局 

1975 年 瑞士政府特派调查在瑞士购买战斗机时对诺索普公司的可

疑付款 

著作  

1967 年 Der Strafgrund der Teilnahme 

1974 年 Die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ihr Schutz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 und die schweizerischen 
Strafprozessrechte 

1997 年 Schweizerisches Strafgesetzbuch,Kurzkommentar, 2nd ed 

1998 年 /Noll, Schweizerische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I, 5th ed 

2000 年 Infla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Nijmegen 

2005 年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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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 100 多篇论文，包括： 

L’établissement des preuves devant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In: La présentation de la preuve et la sauvegarde des libertés individuelles, 
Brusselles, 1977 

Jurisprudência do Tribunal Europeu dos Direitos do Homem. Revista portuguesa de 
ciência criminal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s Controlling Human Righ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lbin Eser/Otto Lagodny (eds.),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for a New Transnational Criminal Law, Document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1991, Freiburg i. Br. 1992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In: R. St. J. MacDonald/F. Matscher/H. Petzold (eds.), 
The European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venter 1993 

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21st Century. Keio Law Review 
[Keio University, Tokyo], 1993 

Les droits des détenus. Droits des personnes privées de leur liberté, égalité et 
non-discrimination, 7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Strasbourg/Arlington/Va. 1994 

Preconditions for police apprehens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I.P.P.F. Workshop at 
Macao, Police Apprehension and Remand Detention in the light of Guarantees of 
Fundamental Rights, Macao 1995; also in: Palestra, Pismo Adwokatury Polskiej, 
11-12/1996, “Warunki zatrzymania przez policje” 

Articles: 27, 28 § 1a, 29, 30 & 31, in: Petiti/Décaux/Imbert (eds.), L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La Convenzione Europea dei Diritti dell’Uomo e il Sistema Penale.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ei diritti dell’uomo, estratto 2, anno X, May-August 1997 

Why must trials be fair? Israel Law Review (Hebrew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vol. 
31, Nos. 1-3, 1997 

Protection against “Proceedings à la Kafka”? – more or less? In: Mainly Human Rights 
Studies in Honour of J. J. Cremona, Salvino Busuttil (ed.), Valletta, 1999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rticle 6 ECHR in Criminal Matters. Bulletin des droits 
de l’homme (Luxembourg), No.8(1998) 

Spotlights on Article 2 ECHR, The Right to Life. In: Benedek/Isak/Kicker (eds.), 
Development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Konrad Ginth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Frankfurt am Main, 1999 

Gerechtigkeit im Fehlurteil, ZstrR 118(2000) 

Human Rights in Russia, Minutes and findings with regard to Articles 3, 5 and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1994,vol.15,No.7;Revue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 1994, vol.6, No.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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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德文（母语） 

法文（说写） 

英文（说写） 

意大利文（说写） 

西班牙文（说写） 

荷兰文（说、读） 

葡萄牙文（说、读） 

俄文和瑞典文（略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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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巴卡尔·巴希尔·瓦利(Abubakar Bashir Wali)(尼日利亚) 

 

1. 全名： 阿布巴卡尔·巴希尔·瓦利（Abubakar Bashir Wali）OFR，

CON 

2． 出生日期： 1932 年 7 月 21 日 

3． 出生地点： 尼日利亚卡诺州卡诺市 

4. 婚姻状况： 已婚，有子女 

5. 目前任命： 尼日利亚 高法院退休法官 

5b. 国籍： 尼日利亚 

6. 教育  

 (1) Emirs Palace 小学，卡诺 1942 至 1945 年 

 (2) 卡诺卡诺中学，卡诺 1945 至 1950 年 

 (3) 阿拉伯文学校，卡诺 1950 至 1953 年 

 (4) 喀土穆教育技术学院，苏丹喀土穆 1955 至 1956 年 

 (5) 行政学院，扎里亚 1959 至 1960 年 

 (6) 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英国 1961 至 1962 年 

 (7) 伦敦法律教育理事会，英国 1962 至 1963 年 

 (8) 尼日利亚法律学院，拉各斯 1964 至 1965 年 

7. 资格  

 (1) 伊斯兰研究证书和法律教育理事会 

法学院，伦敦 

1963 年 10 月至 1964 年 

 (2) 在林肯律师学院取得英国律师资格 1964 年 2 月 

 (3) 尼日利亚法学院，拉各斯 1964 年 10 月 1964 年 12 月 

 (4) 取得尼日利亚律师资格 1965 年 1 月 11 日 

8. 专业履历  

 (1) 抄写员，卡诺土著当局 1954 至 1955 年 

 (2) 阿拉伯语学者和书法家，扎里亚， 

北部区域识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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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口译和笔译，Kaduna 尼日利亚北部 

高等法院 

 

 (4) 尼日利亚北部公务部门治安法官 1965 至 1968 年 

 (5) 高级治安法官，卡诺州 1968 至 1969 年 

 (6) 首席治安法官，卡诺州 1969 年 

 (7) 卡诺州高等法院书记官长 1970 年 

 (8) 卡诺州伊斯兰法上诉法庭法官 1970 至 1975 年 

 (9) 卡诺州检察长和司法专员 1975 至 1978 年 

 (10) 卡诺州高等法院法官 1975 至 1979 年 

 (11) 尼日利亚上诉法庭法官 1979 至 1987 年 

 (12) 尼日利亚 高法院法官，届法定年 

龄后退休 

1987 至 2004 年 

9.  专业任命  

 (1) 尼日利亚律师机构终身会员 1987 年迄今 

 (2) 尼日利亚律师机构副主席 1998 至 1999 年 

 (3) 尼日利亚律师机构主席 1999 至 2000 年 

 (4) 宪政大会成员，拟订 1979 年宪法草 

案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1977 至 1978 年 

 (5) 地区法庭改革委员会成员 1976 年 

 (6) 冈比亚 高法院法官——临时 1999 至 2004 年 

10.  国家荣誉和奖状  

 (1)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2) 卡诺州勋衔  

 (3) 尼日尔司令勋衔  

 

目前地址 

O/c High Court of Justice,P.M.B. 3019,Kano,Kano State. 
Hon.Justice A.B. Wali: Jsc (Rtd)。 



 

 141
 

 A/59/888

  坦·斯里·达图·哈吉·本·拉明·哈吉·穆罕默德·尤努斯(Tan Sridato' 

Haji Lamin Haji Mohd Yunus)(马来西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35 年 9 月 13 日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巴都基基 

教育 Bukit Mertajam 高中剑桥会考证书(一等) 

 法学士(荣誉)(新加坡)，1963 年 

 联合王国威尔斯 Cardiff 大学学院文凭(社会法律研

究)，1977 年 

前法律任职  

2001 年 3 月 12 日 从司法和法律部门退休 

1994 至 2001 年 马来西亚上诉法庭庭长 

1994 年 马来西亚联邦法院法官 

1988 年 马来西亚高等法院法官 

1983 年 总检察长议事室副检察长 

1983 年 国防部军法检察长 

1982 年 彭亨州法律顾问 

1973 年 总检察长议事室起诉司高级联邦法律顾问 

1972 年 霹雳州副检察官 

1972 年 马来西亚高等法院高级助理书记官 

1970 年 国防部联邦法律顾问 

1969 年 芙蓉裁判法庭代理庭长 

1967 年 吉隆坡治安法官 

1967 年 总检察长议事室联邦法律顾问 

外交履历  

1967 年 外交部助理秘书 

1965 年 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二等秘书 

1963 年 进入马来西亚外交部任助理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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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履历  

1956 至 1958 年 农村工业发展局助理农村发展干事 

其他任命  

1997 年 4月至 

1988年 2月 

以马来西亚高等法院院长身份履行其他职责 

1996 至 1998 年 法律修订委员会主席 

1995 至 2001 年 警察事务委员会成员 

1994 至 2001 年 司法和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 

1994 年 法庭自动化指导委员会主席 

1990 年 选举法官 

1988 年 根据联邦宪法第 125(3)(4)条设立的审判联邦法院四

名严重行为不端的法官的法庭成员 

荣誉和奖状  

1999 年 Panglima Mangku Negara（联邦政府奖） 

1997 年 Seri Indera Mahkota Pahang（彭亨州） 

1995 年 Panglima Setia Makhota（联邦政府奖） 

1991 年 Darjah Sultan Ahmad Shah Pahang（彭亨州） 

1982 年 Darjah Indera Mahkota Pahang（彭亨州） 

1978 年 Seria Ahmad Shah Pahang（彭亨州） 

1975 年 Kesatria Mahgku Negara（联邦政府奖） 

婚姻状况 已婚，有子女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