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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80 

危害人类罪 

  危害人类罪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一. 导言 

1. 收到了法国和爱尔兰的评论和意见。鉴于所收到的文件数量较多、篇幅较

长，本报告必须对这些评论和意见进行总结。1 

 二. 一般性评论和意见以及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 

2. 代表团表示支持拟订一项关于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公约。2  代表团

指出，条款草案为今后就这一专题谈判一项公约提供了坚实和全面的基础，3 这

样一项公约将填补国际法律框架中的一个现有空白。4  代表团表示支持国际法委

员会关于由大会或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在条款草案的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的建议。5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C.6/77/L.23，第 4 段。各国政府的呈件载有详细、复杂的文本建议和法律分析，由于篇

幅限制，已对呈件进行总结。本报告的总结不妨碍各国的全部评论和意见以及各国之前和今后

可能采取的立场。呈件全文可查阅第六委员会网站：https://www.un.org/en/ga/sixth/78/cah.shtml。 

 2 例如，见法国和爱尔兰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3 例如，见爱尔兰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4 例如，见爱尔兰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5 例如，见爱尔兰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https://undocs.org/ch/A/C.6/77/L.23
https://www.un.org/en/ga/sixth/78/ca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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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团强调必须确保条款草案符合现有国际文书，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和《卢布尔雅那-海牙国际合作调查和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

争罪和其他国际罪行公约》。6  代表团就关于危害人类罪的公约与《罗马规约》

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详细意见。7 

4. 代表团认为，可在定于 2024 年 4 月举行的第六委员会续会上缩减关于各代

表团之间存在分歧的条款草案的剩余问题。8 代表团希望此后继续存在的此类分

歧将在关于拟订一项新公约的谈判中得到解决。9 

 三. 专题群组 1：序言草案和条款草案第 1 条 

  序言草案 

5. 法国欢迎序言草案借鉴了《罗马规约》序言。 

  序言部分第四段 

6. 法国认为，条款草案应避免提及禁止危害人类罪是一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强行法)。法国强调指出，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

工作，各国存在分歧。 

 四. 专题群组 2：条款草案第 2、3 和 4 条 

  条款草案第 2 条 

  危害人类罪的定义 

7. 法国支持按照《罗马规约》所载危害人类罪的定义拟订条款草案第2条，但

以符合国际法委员会已经作出的调整为前提。 

  条款草案第 4 条 

  防止义务 

  (b)项 

8. 爱尔兰建议进一步澄清条款草案的范围，特别是(b)项，以详细说明与“有

关政府间组织合作，并酌情与其他组织”合作的义务所设想的内容。代表团认

为，必须确保各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履行这方面的义务。 

  

__________________ 

 6 例如，见法国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7 例如，见法国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8 例如，见爱尔兰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9 例如，见爱尔兰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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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专题群组 3：条款草案第 6、7、8、9 和 10 条 

  条款草案第 6 条 

  在国内法中定为刑事犯罪 

9. 法国表示支持在条款草案中不列入关于豁免和赦免的具体规定的做法。 

  第 7 款 

10. 法国建议明确将死刑排除在该规定范围之外，并就这一问题提供了详细评论。 

  第 8 款 

11. 法国欢迎列入关于法人责任的规定，同时指出可以借鉴《卢布尔雅那-海牙

国际合作调查和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国际罪行公约》，

并可在该款中提供关于这一事项的进一步细节。 

  条款草案第 7 条 

  确立国家管辖权 

12. 法国建议该条款草案的措辞要使各国能够在根据国内法确立的刑事管辖权

和行使普遍管辖权之间保持公平的平衡，并就其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国家立法提

出了详细评论。爱尔兰认为，该条款草案规定对在法院地国境内的人行使“基

于条约的准普遍管辖权”或属地管辖权，尽管涉及的是在该国境外实施的行为。

爱尔兰强调，该规定允许行使一国确立的其他形式的刑事管辖权，包括普遍管

辖权。 

13. 法国和爱尔兰建议进一步讨论相互冲突的管辖权问题。爱尔兰认为，应给

予与罪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以优先管辖权。法国认为，特别报告员第三次

报告中提议的关于“与主管国际刑事法庭的关系”的条款草案第 15 条应重新列

入条款草案。 

  条款草案第 8 条 

  调查 

14. 法国强调，“及时、彻底、公正的调查”这一短语的范围不明确，可作不同

的解释，同时强调不应以公正性概念为借口质疑另一国的司法制度。法国认为，

该规定不应损害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条款草案第 9 条 

  当被指控罪犯在境内时的初步措施 

15. 法国建议将该条款草案三款中的“国家”一词改为“主管当局”，以确保与

条款草案第 8 条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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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款 

16. 法国建议将“初步调查”的用语改为更一般性的用语，如“调查”(inquiry)

或“调查”(investigation)，因为“初步”一词在国家法律制度中可能有特定的

含义。10 

  第 3 款 

17. 法国提出了具体的案文建议，以规定调查的保密性，因为这是国内法可能

要求的，特别是在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效率问题方面。11 

 六. 专题群组 4：条款草案第 13、14 和 15 条和附件 

  条款草案第 13 条 

  引渡 

  第 6 款 

18. 法国强调，该款提供了拒绝将个人引渡到可能面临死刑的国家的理由，并

提供了关于法国根据国内法和国际公约在这方面承担的义务的详细资料。 

  第 7 款 

19. 法国建议在该款开头加上“除本条规定的情况外”一语，以考虑到前述各款。12 

  建议的新规定 

20. 爱尔兰提议提及一项权利，即在适用死刑的国家没有保证不对被引渡人使

用死刑的情况下，拒绝引渡到该国的权利。 

  条款草案第 14 条 

  司法协助 

21. 法国建议在该条款草案中澄清，司法协助可用于提供财务文件以及用于下

列目的：(a) 确保根据国内法保护证人；(b) 代表请求国采取符合被请求国规则的

安全措施；(c) 协助截获通信和使用特殊侦查手段。 

 七. 专题群组 5：条款草案第 5、11 和 12 条 

  条款草案第 12 条 

  受害人、证人及其他人 

22. 法国建议在单独的一条中处理受害人的权利，因为受害人的情况往往与证

人的情况不同。法国提到，《卢布尔雅那-海牙国际合作调查和起诉种族灭绝罪、

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国际罪行公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 

 10 详细理由见法国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11 建议的完整理由和案文见法国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12 建议的完整案文见法国提交的评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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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款 

23. 法国要求澄清各国有义务以公正和便利的方式审查申诉，并允许受害人和

证人在刑事诉讼期间陈述其意见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