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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议会联盟第13号文件（各国议会联盟第112届大会） 

依照 A/57/47 号决议，在大会第 60 届会议上分发， 

属暂定议程项目表项目 82 

 

 

 

各国议会联盟第 112 届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 

（2005 年 4 月 8 日，马尼拉） 
 

 

  议会在设立对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进行审判

和判决的机制及其运作方面发挥作用，以避免有罪不罚现象 

 

 各国议会联盟第 112 届大会，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在当今世界，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或）

恐怖主义罪持续不绝，许多区域和整个社会深受其害；所有上述行径都是整个国

际社会所关注的严重犯罪行为， 

 深信这些可憎的犯罪的发生绝无正当理由， 

 鉴于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及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法，

已制定适当文书；又鉴于无论如何都要确保按照各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实施上

述各项法律的规定， 

 在这方面回顾指出，尤其必须确保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保护战争

受害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及确保

尊重人格的其他文书、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基本自由，以及国家惯例

所体现的国际习惯法上的人权准则， 

 鉴于按照国际法，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不适用法

定时效，亦不在大赦、赦免或宽恕之列；而且，这一点已为各国和国际法庭的判

决书所证实, 

 回顾 1990 年以来各国议会联盟所通过的关于和平、安全和裁军的各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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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重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在防止和惩治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方面

的重要性；在此方面回顾指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有义务自行对

此类犯罪提出起诉并将嫌犯送交国际刑院管辖，还回顾指出，1949 年 8 月 12 日

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体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规定国家有义务搜捕并审判被指控实施、或下令实施严重违法行为者，不论其国

籍或此类违法行为发生地点为何， 

 认识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限于 2002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实施的犯罪；必须

有处理此日期前实施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机制， 

 鉴于《罗马规约》要求各国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以打击战争罪、危害人类罪

和灭绝种族罪，并考虑到关于恐怖主义的 12 项国际文书和议定书， 

 关切地指出，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另一方面，所有国

家，在实施必要机制以分别支助《规约》和联合国及其他机构为打击这些犯罪而

通过的规定方面都进展甚微， 

 认识到具有旨在谴责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不容忍现象的政治意愿，乃是结

束有罪不罚现象的基本要素， 

 关切地指出一个事实，即一些国家拖延、搁置或不进行实施有关起诉战争罪、

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的各项协定的工作，从而使这些协定可有

不同解释并减低其效力；对这或许标志着对有罪不罚现象持宽容态度的可能性感

到震惊；而且关切地指出，许多国家事实上都尚未批准或加入《罗马规约》， 

 深信议会在防止、惩治和避免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

罪方面的有罪不罚现象负有主要责任，并须制定必要法律以发挥关键作用；议会

间采取多边办法是促进实施强制执行对这些可憎罪行的判决和处罚所需机制的

适当途径, 

 回顾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和责任对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

义罪的实施者提出起诉或加以引渡，不管犯罪地点或犯罪人或受害者的国籍为

何， 

 回顾指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的受害者有权得

到真理、正义和赔偿， 

 1. 对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所有行为、方法和做法无一例外

地表示强烈谴责； 

 2. 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所有行为、方法和做法表示强烈谴责，

不论其发生在何处、由何人所为，包括在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国家境内发生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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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此类行为危及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危及或夺去无辜生命、对国际关系

产生有害影响并危及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3. 坚决建议各国议会联盟所有成员国议会按照其国家法律和各国的国际

义务，在其国家和公民面前，承担起实施，以及通过订立国家法律以强制执行为

惩治和预防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所订立的国际协定的

责任； 

 4. 建议通过各国议会联盟成员国议会的议会间活动，通力合作，交流经验，

以制定必要机制实现这些目标，并避免那些实施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

罪和恐怖主义罪的个人、组织和国家得以逍遥法外； 

 5. 敦请成员国议会按照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

将这些可憎罪行正式列入其国内刑法，并相应订立处罚和机制以避免有罪不罚现

象； 

 6. 请那些尚未批准或加入《罗马规约》及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

协定》的国家这样做；并鼓励属于各国议会联盟成员国的《罗马规约》缔约国议

会通过国内立法，使之能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7. 建议所有议会（包括那些尚未批准《罗马规约》的国家的议会）立法防

止和惩治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 

 8. 建议所有议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主管机构（例如国家法院和国际

法庭以及调查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并与之合作，从而加强消

除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的议会行动； 

 9. 建议各国在司法和合法性的框架内，具体处理《罗马规约》生效前已实

施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问题，这是每个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实现

和平及尊重人权的必要条件； 

 10. 敦请成员国议会摒弃那些规定任何国家国民可免受国际刑事法院或其

他方面的调查和起诉的双边协定； 

 11. 建议所有议会尽其所能，协助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所通缉的个

人的刑事起诉工作，包括便利将其移交； 

 12. 吁请尚未批准关于恐怖主义的 12 件多边协定和相关区域文书的议会考

虑加以批准，将其中的规定纳入其本国法律，并确保妥加实施； 

 13. 建议所有议会敦请其各国政府加紧努力，就恐怖主义达成全面协定，表

示各国共同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并就此现象的性质和实际特征作出准确

定义，以便更有效地打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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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要求认识到必须加强对那些有政治意愿、却缺少缔结和实施与恐怖主义

有关的 12件公约和议定书所必需的技术资源的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援助； 

 15. 建议所有议会按照国际法、订立法律，设立民事诉讼程序，对战争罪、

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恐怖主义罪的受害者提供赔偿； 

 16. 鼓励各国议会尽可能地广泛利用其主管权并发挥其作用，以实现这些目

标； 

 17. 建议各国议会考虑到关于这些主题的国际宣言和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

刑事法院和所有有关国际或区域机构、当局和团体的考量因素； 

 18. 请各国议会将实施可能有助于起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

种族主义罪的所有机制所必需的活动（包括加强法治机制）优先列入其议程，以

避免犯有这些罪行者得以逍遥法外，并确保此类犯罪的受害人有权获得公正的赔

偿； 

 19. 请联合国和各国议会促进各方向国际刑事法院受害人信托基金自愿捐

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