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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制裁有效性的因素 

 

         制裁的定义及实施受各种不同因素影响，这说明仅实施制裁措施难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不过，为保证更好地

尊重国际人道法，各国目前可运用一些因素和模式来切实提高制裁的有效性。这些因素、模式概括如下，包括决定

制裁有效性的因素、针对违反人道法行为实施的制裁措施本身所固有的因素或与行为人相关的因素。

一、决定制裁有效性的因素 

1. 有关针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实施制裁的信息必须与旨在促进

遵守与尊重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措

施相结合。或针对违反国际人道

法行为实施的制裁措施必须与旨

在促进遵守与尊重国际人道法规

则的措施相结合。 

·有关各方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将可适用的规则和制裁措施

纳入援引体系、为公众知晓并得

到恰当适用。 

·在国家层面，法官必须经过国

际人道法培训并参与国际人道法

解释与澄清工作，尤其应将国际

层面开展的研究纳入考量。 

·必须开展合理化工作以确保制

裁的有效性。实现法律文本与管

辖法院的合理化。 

·应鼓励各国确保处理违反国际

人道法行为的管辖法院遵行的保

障和程序具有相似性。 

2. 为确保制裁有效发挥预防性作

用，应向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

行为人提供有关各类制裁措施及

其适用模式的详细信息。 

·在这个层面上，教育必须帮助

个人分清法律允许与禁止的行为。 

·在国际人道法适用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的各方，无论其所属团体

性质，均须接受此类教育，包括

依联合国以及有职权的区域组织

授权行动的机构。 

·政府当局推行的原则与规则必

须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规定。 

·培训课程不得涉及任何仇视敌

人的内容。 

3. 开展国际人道法培训与教育工

作，使该法真正成为条件反射机

制，尤其是培养武器携带者自发

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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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相关信息必须表明被制裁

的行为根本上的不法性。 

·制裁的有效性及惩戒性取决于

武器携带者将有关规则内化的程

度。 

·规则内化必须旨在促进武器携

带者真正形成条件反射，自发尊

重规则。 

二、与违反人道法行为有关的因

素 

4. 制裁的概念必须包含防止罪行

再次发生，并以务实可取的方式

为基础。 

·制裁定义、程序及执行的设定

必须有助于预防此类犯罪再次发

生。 

·在考虑可用资源的基础上，务

实可取的方式包括寻求预防犯罪

发生或再次发生的方法。这种方

式必须要能应对双重挑战，既要

符合一般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和原

则，又要尽量遵守国家法律框架

的或有要求。 

·不应对制裁进行抽象定义，而

应从司法概念的角度予以定义；

在此情况下，必须认识到过渡司

法所具有的补充作用。 

·上文提及的务实可取的方式也

应能够为行使普遍管辖权提供指

导方针。该指导方针应借鉴已有

的研究成果，特别应以犯罪行为

人与审判地点之间的潜在联系以

及有关国家的合作模式为基础。 

5. 刑事制裁仍是处理所有严重违

反人道法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核

心。 

·制裁必须有助于巩固人道法规

则及其基本普世价值观。 

·制裁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

为必须仍以监禁为主。 

·刑事制裁不应仅考虑刑期长短。

就刑事制裁有效性而言，还必须

将具体情形纳入考量，即应考虑

促使制裁措施对违法犯罪者及其

所处社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所有因

素，尤其是文化因素。 

6. 不论具体情形如何，对违反人

道法行为实施的制裁都具有一些

基本共同特征。 

·对于犯罪行为人，制裁应具有

确定性，即不论行为人身份，均

应自动适用。目的就是让所有违

法犯罪者知晓要付出的代价。 

·为实现有效性，必须在违法行

为发生后尽快实施制裁（需采取

司法措施，不得迟延）。无论是

否采取纪律性处罚与司法措施相

结合的模式，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予以处理。 

·应按照平等原则的各项要求实

施制裁。须平等对待所有行为人，

不论其所属团体类别。 

·应尽量在犯罪行为地以及面向

想要影响的人宣布制裁措施。在

此情形下，国际司法应旨在加强

国家能力，且无论如何仅应发挥

过渡或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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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当地化处理方法仅应作为最

后措施，并且应同时实施当地宣

传机制。 

7. 选择制裁手段时，除犯罪行为

的严重性外，还需考虑其他方面，

尤其是与犯罪情形和行为人个人

特征有关的方面（个体化）。 

·制裁措施必须与犯罪行为的严

重性相符，以避免受害人与行为

人之间产生不解与怨恨。比例原

则为各方提供了保障。 

·法官必须采取综合性方法，全

面考量导致发生应予谴责行为的

整体情况。 

·因此比例原则需要理清几个变

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法官必须

考虑到这些变量，以避免出现不

成比例的情况。 

·选择制裁手段，必须考虑每一

个行为人的具体情况，即针对每

一项违法行为，均应具体问题具

体处理。 

8. 为了使制裁措施在所涉社会发

挥有效的预防作用，必须将这些

措施公之于众并采用适当宣传措

施。 

·就违法犯罪者及其所属团体而

言，制裁的有效性与其执行速度

和公众知晓程度有关。 

·传播义务至关重要，它是告知

并教育民众了解严重违法行为及

其后果的手段。 

·规则及其所传递信息的明确性，

对于规则的有效性来说至关重要。

此信息必须包含制裁的逻辑依据

并说明选择特定制裁措施的正当

理由。此外，还必须包括实施制

裁前的完整程序。 

9.各种制裁实施机制（刑事机制

或其他机制）必须相辅相成，以

确保整个制裁程序尽可能行之有

效。 

·这些机制应以明确的规则为基

础，这些规则界定了在实施公正、

独立和公开原则与遵守程序公正

保障标准（包括判处刑罚）时，

应予遵守的标准。 

·由于存在多种制裁依据（司法、

纪律处分、传统或其他依据），

必须在各个机构间进行明确的权

力划分。 

·这对于纪律与司法措施相结合

的体系来说更为重要。这种相辅

相成的体系应优先关注有效性，

避免机制功能重叠。 

·从这个意义上讲，确保遵守上

述标准的同时，还应探索传统司

法机制。 

三、与行为人有关的因素 

10. 制裁必须促使行为人认识到

他们对违反人道法的行为所应承

担的责任，继而有助于整个社会

认识到导致违法行为发生的某些

事件的影响。 

·制裁程序设置必须至少确保行

为人除承担其责任以外别无选择，

并确保制裁措施与实施违法行为

所应承担的责任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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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要求外，制裁程序还必

须尽量让违法行为人证明其悔改

之意，给予其请求宽恕的机会。 

11. 下属必须获得了解其行为后

果并为此承担责任的机会。 

·需制定行为守则，其中应切实

列明会促进遵守人道法原则与规

则的行为类型以及违反这些原则

的相关后果。 

·对于先验或明显违法的命令及

其后果，个人有权知晓相关权利

与义务。 

·针对下属认为命令不准确或明

显违法的情况，必须建立行动机

制帮助他们要求上级对所下达的

命令作出澄清。 

·下属不得以上级命令为由推脱

责任。 

12.制裁必须首先针对为大规模

犯罪负责的指挥官。 

·制裁不应仅针对直接参与实施

违法行为的个人，还应将下达命

令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纳入考量。 

·军事指挥官、民事上级以及上

级军官的责任不仅限于下达的命

令，他们还应为管理不力和培训

不足承担责任。 

·从行动角度看，必须明确建立

指挥链以及指挥链各层级应采取

的合理措施。 

13. 必须准确评估教唆者在违法

行为中的作用，以此认定其参与

该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 

·教唆者如果通过将敌方妖魔化

并为针对敌方实施的犯罪寻找正

当理由的方式，制造诱使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环境，那么应针对该

行为明确认定其责任。 

14. 为实现制裁目标，整个制裁

程序必须确保受害人遵守程序，

为此必须将社会正义纳入考量。 

·仅应在查明真相（不得在证据

不足或类比推定的情况下判处刑

罚）以及受害人获得赔偿后，对

行为人实施制裁。 

·受害人和整个社会参与司法过

程有助于赋予其公信力，有助于

调整司法系统以适应各种情形。 

·过渡司法关注受害人，并因此

扩大了制裁的传统框架，融入了

其他方面，但这些方面不应与原

有核心手段相混淆。 

·在刑事司法中必须承认受害人

的作用，但不应允许受害者参与

量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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