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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 
         

 无论犯罪人的国籍和犯罪实施的地点为何，对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予以惩治，是确保尊重国际法以及实现正

义的关键。进行惩治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各国的刑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其司法制度必须使其能够起诉并审判被指控犯

有上述罪行的人。为此目的，如果诉讼程序是在国外或者由国际性刑事司法机构提起，各国还必须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国际法

——尤其是考虑到此类犯罪的性质——规定了国内法院在进行起诉和宣判时必须满足的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得到尊重的情况下，

各国可自行确定本国在这一事项上的规则。 

 

起诉战争罪：针对特定犯罪的传统刑

事诉讼程序 

 

在国家实践中，通常没有惩治

违反国际法之罪行的专门程序。对这

些犯罪行为的起诉和宣判一般遵循有

管辖权之法院的通常程序，无论它们

是军事犯罪还是普通犯罪。不过，必

须要考虑到被起诉之犯罪的性质以及

所规定之惩治制度的具体特征，其中

包括： 

 

 提起诉讼； 

 主管法院的选择； 

 取证和质证； 

 司法保证； 

 合作与国际司法协助。 

 

提起诉讼 

 

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武装部队成员或平民均可能在其

国家领土之内或境外实施战争罪。同

样，武装部队成员或平民也均有可能

实施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尽管

这类犯罪的实施并不限于发生武装冲

突的情况下。打算起诉被指控犯有上

述任何罪行之人的当局必须优先考虑

若干问题。 

 

首先，必须确定被指控的行为

是否构成国内法上的犯罪行为，以及

国内法院是否拥有受理这类案件的管

辖权。对在该国领土之外实施的犯罪，

尤其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譬如严重破坏 1949 年四个《日内瓦

公约》及其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

书》的行为，管辖权问题特别重要，

立法中必须规定对上述罪行的普遍管

辖权。 

 

然后，必须确定是否必须提起

诉讼；影响这类决定的主要因素应当

是所搜集证据的质量以及获得有罪判

决的可能性。 

 

如果被告人是武装部队成员，

则必须确定适用军事法还是普通法，

以及由何法院进行审判。 

 

所有被告人均享有程序保障，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司法保证，旨在确

保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得到尊重。

这些保证被认为是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妨碍赋予被告人更有利的待遇。1 

 

                                                
1关于司法保证更深入的讨论，请参见咨

询服务处资料简报“司法保证”。 

负责执行公诉之机构的独立性

与公正性对于确保有效惩治国际社会

关切的犯罪至关重要。譬如在某些国

家，提起针对这类犯罪的刑事诉讼程

序需要得到行政当局的批准。为了克

服政府可能出现的不作为（例如出于

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提起刑事诉讼

程序需遵循的标准或者拒绝这样做的

正当理由，应当明确且严格地规定在

国内立法中。法官和律师（无论是被

告方还是原告方的）在追诉这些国际

罪行方面接受适当培训也十分必要。

最后，重要的是，这些罪行的受害者

可以容易而且直接地诉诸司法并获得

关于审判结果的信息。 

 

主管法院的选择 

 

  在选择主管法院方面，国际法

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虽然在国内层面，

组建特别法庭通常会与公正且正常组

成的法院这一要求相冲突，但军队或

地方关于管辖权的分配仍交由各国自

由裁量。先验地或者作为一般规则宣

布一种方案优先于另一种绝非易事。

出于惩治战争罪的考虑，国内立法者

仍然要记住下列需要考虑的因素： 

 



 军事人员和平民均可能实施战争

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 

 这些犯罪在平时和战时均可被起

诉，特别是在普遍管辖原则适用的情

况下； 

 在适用普遍管辖权，或者已对被

派往境外的本国军队做出判决的情况

下，可能会涉及域外调查或需诉诸国

际司法合作。2 

 

可能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军事法和普通

法的关系以及国家政权组织中军事部

门与民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取证和质证 

 

审判境外实施的犯罪引发了关

于取证以及辩护方审查证据的权利等

特殊的问题。重要的是应该研究这些

问题，并在必要时规定合适的程序，

例如视频取证、请求代为取证等，并

且鼓励签署国际司法合作协议。 

 

在战争罪的案件中，为确定被

告有罪，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还必须

阐明有关行为发生在武装冲突过程中

或者与之有关联。因此，国内立法应

详细规定哪一机关有权界定一种局势

构成了武装冲突。 

 

此外，应允许受害人积极参加

诉讼程序。像被告人和证人一样，他

们也享有必要的保护。在怨恨与复仇

的风险逐渐增加的情况下，采取这样

的措施是正当的。 

 

在刑事诉讼中还要考虑保护军

事机密的需要，但不应将机密性作为

阻止起诉的唯一目的。必要时，可以

进行不公开审理。 

 

                                                
2 关于合作问题更深入的讨论，请参见咨

询服务处“引渡与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合

作”。 

受害人参加诉讼 

在普通法系国家，由于犯罪被

认为是对抗国家的，所以由国家来提

起诉讼。受害人的作用仅限于提供证

据，他们不被视为诉讼程序的参与方。

根据公诉方或辩护方的请求，他们可

以作为证人参加诉讼。 

与此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

受害人可以提起刑事诉讼程序，从而

成为诉讼参与方。在这种背景下，受

害人有权要求当局履行调查行为或诘

问证人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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