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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4 和 86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2008 年 6 月 13 日芬兰、德国和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在 2007 年 12 月 12 日印发的 2007 年 12 月 3 日的联名信（A/62/580）中，

我们向您通报了题为“在和平与正义的基础上建设未来”的国际会议的结果。这

次会议是约旦哈希姆王国、芬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

在德国纽伦堡举办的。我们在信中提到，会议旨在就如何处理和平与正义之间可

能出现的矛盾提出具体建议。我们还宣布，为此目的，会议组织者将起草一份题

为《纽伦堡和平与正义宣言》的政治文件。 

 谨此转递《纽伦堡和平与正义宣言》（见附件）。该宣言是由会议组织者指定

的一组国际专家在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主持下撰写的。我们在与有

关实践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协商后批准了这个案文。 

 《宣言》载有关于和平、正义、有罪不罚、建立和平、处理过去事件和促进

发展等问题的定义、原则和建议。这不是一份法律文件，但期望“指导那些在地

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参与所有冲突转变阶段，包括调停、冲突后建设和平、发展

以及促进过渡司法和法治的人”，从而影响未来缔造和建设“公正和持久和平”

的做法。因此，我们衷心希望，这份文件也会对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有用。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 和 86 的文件分发为荷。 

 

           芬兰常驻代表 

           基尔斯蒂·林托宁（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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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 

           托马斯·马图塞克（签名） 

           约旦哈希姆王国常驻代表 

           穆罕默德·阿拉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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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6 月 13 日芬兰、德国和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纽伦堡和平与正义宣言 
 
 

 一. 序言 
 

 我们芬兰、德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以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德

国纽伦堡举行的“在和平与正义的基础上建设未来”国际会议的共同主办者的身

份，
a
 

 在与会者的同意下，保证把会议的主要结论变为一份题为“纽伦堡和平与正

义宣言”的文件， 

 确认和平、正义、人权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彼此相互关联并相互加强，

应按照《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
b  
和其他人权标准和人道主义法，包括

适用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处理，
c
 

 意识到并感到鼓舞的是全世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运动取得了进展，并在这方

面重申，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罪行不得逃脱惩罚， 

 以渴望促进预防武装冲突和武装冲突不再发生为动机， 

 认识到在以受影响社会认为正当、无歧视和公正的方式处理冲突根源时，以

及在社会建设性地处理其过去事件时，和平与稳定更可能普遍存在， 

 强调和平与正义的进步是一种长期努力，需要一种对政治、文化和性别方面

敏感的全面和包容性的办法， 

 提议本宣言指导那些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参与所有冲突转变阶段，包括

调停、冲突后建设和平、发展以及促进过渡司法和法治的人。 

 二. 定义 
 

 在本宣言中， 

__________________ 

 
a
 从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300 多名决策者和实践者在德国纽伦堡会聚，出席芬兰、德国

和约旦政府与赫尔辛基危机管理倡议组织、纽约过渡时期司法国际委员会、柏林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基金会、南非约翰内斯堡暴力与和解研究中心、德国波恩发展与和平工作组、伯尔尼瑞

士和平研究所建设和平中心以及德国戈廷根乔治-奥古斯特大学合作举行的“在和平与正义的

基础上建设未来”国际会议。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同意会议组织者撰写一项宣言。该宣言是由

会议组织者指定的一组国际专家在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主持下起草的，2008 年 6

月发表前是与实践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协商的主题。 

 b
 大会第 217 A(III)号决议。 

 
c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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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平”是指可持续和平。 

 可持续和平超过签署一项协定。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公共安全和满足基本需

要是受武装冲突创伤的人民的紧迫而合理的期望，而可持续和平则需要采取一种

长期办法，处理冲突的结构性起因，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法治与治理以及尊重人

权，从而减少冲突复发的可能性。 

2. “正义”是指在保护和证明权利方面的问责制和公正性，以及防止和改正错

误。 

 正义必须由享有正当性的机构和机制管理，遵守法治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正义结合刑事司法、查明真相、赔偿、体制改革、公平分配和获取公益以及社会

内普遍公平等要素。 

 正义可以由地方、国家和国际行为者提供。 

 

 三. 原则 
 
 

1. 和平与正义的互补性 

 和平与正义——如果适当谋求的话——相互促进和支持。问题永远不会是是

否要谋求正义，而是何时和如何。 

 满足受影响人口的安全、社会和经济需求为谋求和平与正义创造有利的环

境，而且往往符合冲突后社会最紧迫的期望。但是，满足这些需求既不是谋求正

义和其他处理过去事件努力的先决条件，也不能取而代之。 

2. 结束有罪不罚现象 

 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罪行，特别是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得

逃脱惩罚，必须确保予以有效起诉。这项原则作为一项国际法准则的出现，改变

了谋求和平的界限。 

 作为这项原则最低程度的适用，不得给予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大赦。 

 每个国家都对保护人民免遭这些罪行负有主要责任。这项责任包括预防、调

查和起诉这类罪行。 

3. 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办法 

 受害者是建设和平、正义与和解的中心，应在这些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他

们的关切应得到高度优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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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当性 

 谋求和平与正义战略的正当性至关重要，与地方自主权和遵守国际规范框架

密切相关。这些战略需考虑到地方情况和期望。 

5. 和解 

 重建前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加强社会自身变革和化解敌意的能力，有助

于寻求和平。和解需要对公平公共机构恢复信任和尊重平等权利。和解包括就对

过去有矛盾的看法进行对话，以及处理正义、问责制和受害者利益等问题。 

 四. 建议 
 

1. 缔造和平 

1.1 在认识到必须制止战斗和终止痛苦的同时，谈判必须为和平与正义奠定基

础。 

1.2 调停人有责任创造性地促进立即终止暴力和敌对行动，同时推动可持续解决

办法。他们对国际法律秩序各项核心原则的承诺应不容置疑。他们应推动当事方

了解规范框架，包括国际人权标准和人道主义法，以及现有的备选执行办法，以

便当事方可以作出知情选择。他们应注意发展需要，以便一开始就可以满足这些

需要。 

1.3 应尽快同广泛的行为者，特别是受害者、民间社会和妇女进行协商。 

1.4 虽然公共治安和施政需求在冲突后最初时期至关重要，但必须使人感到冤情

正在通过问责制、建立正当的国家结构和消除冲突根源加以解决，才能加强巩固

和维持和平。 

1.5 冲突各方应商定有助于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暴力起因的措施，如解散非国家

武装团体，废除紧急状态法，查处参与侵犯人权的官员，以及商定执行这些措施

的方式。 

2. 处理过去的事件 

2.1 处理过去事件对于一个社会的现在和未来极为重要。虽然处理过去事件没有

标准模式，但有一系列已证实的措施可以协助社会的这项努力。这些措施应是全

面和包容性的，所有相关行为者都可以参加。 

2.2 这些措施应帮助社会通过治理、结构和体制改革自我变革，特别是在司法、

人权、教育和安全部门等领域，还应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2.3 外联和协商是正当性和过渡司法措施自主权的关键要素。有关各方应充分理

解现有备选办法的潜力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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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过渡司法战略应结合刑事司法、查明真相、赔偿和体制改革。各种要素与司

法的社会经济层面之间的关系应早日得到考虑。应考虑到国家和国际机制之间互

补的原则。 

2.5 传统和社区司法措施若在国际人权标准范围内实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2.6 除了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负有最大责任者，大赦在特定情况下

可以允许。与冲突有关的囚犯和被拘留者的释放、复员和重返社会甚至可能需要

大赦。 

2.7 司法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办法应与安全部门改革、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及其他稳定措施一样得到同等重视。 

2.8 应特别注意妇女在过渡司法战略中更大的代表性以及充分和积极的参与。应

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的尊严和隐私，特别是当犯罪涉及性暴力和性

别暴力的时候。冲突后法律秩序应纠正基于性别的法律和社会歧视。 

2.9 赔偿方案应包括恢复原状、补偿和修复，应导致公众承认受害者为公民，从

而促进恢复对民间机构的信任，并应促进社会团结。 

2.10 一项有效的过渡司法战略将促进和解。和解可以包括象征性的措施，如请

求宽恕，消除已损坏的象征，以及寻求共同认同。 

3. 促进发展 

3.1 冲突往往产生于缺乏社会正义。处理冲突根源，以及支持以无歧视和公平的

方式获取公益和服务、经济资源和机会，是建设和平和发展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应特别注意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人。 

3.2 支持体制改革进程，顾及社会经济发展，参加决策过程，法治和尊重人权，

也是重要的发展目标。 

3.3 过渡司法机制和发展努力有着特定不同的作用，应相互补充，在全面的建设

和平战略中相结合。 

3.4 国家和国际发展行为者应在设计冲突后发展战略时敏感地处理过去的事件，

并考虑到问责制机制的相关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