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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刑事司法中的程序与正义: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专题研究》以专题的形式对以下国际刑事司法
问题进行了研究。
（1）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的模式；（2）国际刑事法院最具代表性的基本原则和制度；（3）国际刑
事法院诉讼程序公正性最引起争议的三个问题：被告人不在场甚至未归案的情况下被确认指控或者被
宣告有罪，是否侵犯了被告人审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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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梅，山东大学哲学学士、电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博士。
现任北京师范太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删事诉讼法研
究所副所长。
曾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二审监督处副处长、美国天普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等。
迄今出版个人专著：合著5都，在《法学研究》、《政法论坛》、《环球法律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3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刑事司法中的程序与正义>>

书籍目录

第一章“混合式”诉讼模式的新样本——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概要 一、国际刑事法院“混合式”诉
讼程序形成的背景 二、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审前程序：没有对抗的控辩平衡 三、“混合式”的审判
程序：控辩对抗、被害人参与与法官职权相结合 四、系统的上诉和再审程序 第二章国际刑事法院诉
讼程序与国际人权公约 一、审前调查期间的个人权利 二、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权利 三、国际人权公约
未得到贯彻的内容 第三章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传统的主权管辖理论下的一事不再
理原则 二、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的相关决议 三、国际刑事法院的补充管辖权与一事不再理原则 
四、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第四章国际刑事法院审前羁押与释放的制度与实
践 一、国际刑事法院审前羁押与释放制度概况 二、审前羁押与释放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基于让
·皮埃尔·本巴案的考察 三、审前羁押与释放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其解决 第五章国际刑事法院的
协商性司法模式——被告人认罪程序 一、协商性司法模式在两大法系的分野 二、前南法庭的有罪答
辩程序 三、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人认罪程序 第六章被告人在场权与缺席审判 一、缺席审判在两大法
系的历史及现状考察 二、国际刑事司法中缺席审判的实际考察 三、国际人权法对缺席审判的容忍及
其限度 第七章被害人诉讼程序参与权的理论与实践 一、国际刑事法院确立被害人诉讼程序参与权的
基础 二、被害人诉讼程序参与权的成文法规定 三、被害人诉讼程序参与权的司法实践Ⅰ——被害人
在情势调查阶段的诉讼参与权 四、被害人诉讼程序参与权的司法实践Ⅱ——被害人在审前确认指控程
序中的诉讼参与权 五、被害人诉讼程序参与权的司法实践Ⅲ——被害人在审判程序中的诉讼参与权 
第八章对质权、传闻证据规则与证人出庭作证 一、美国法上对质权与传闻证据规则关系考察 二、前
南法庭有关对质权与传闻证据规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三、国际刑事法院的对质权、传闻证据规则与证
人出庭问题 附录Ⅰ《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相关条款 附录Ⅱ国际刑事法院受理案件诉讼进程汇总
表 参考文献 一、法律文本 二、中文参考文献 三、英文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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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影响缔约国合作的消极因素及其克服 《罗马规约》对审前羁押与释放制度进行了规
定，虽然被国际刑事法院羁押的嫌疑人有在审前获得释放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无嫌疑人在审
前获得释放这一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刑事法院作为维护人权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
形象。
通过以上分析，缔约国的合作是影响审前释放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那么，目前究竟有哪些消极因素妨碍着国际刑事法院与缔约国在审前释放问题上的合作呢？
如何通过克服这些消极因素以完善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前羁押与释放制度，从而切实提高审前释放的比
例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1.与缔约国进行联络、协商的主体及其责任问题 虽然《罗马规约》第86条就缔约国的一般合作义务进
行了规定，要求缔约国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起诉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方面与法院充分合作。
接下来的第87～93条就这种合作的方式、内容和事项进行了规定，包括向法院移交有关的人、逮捕并
移交、临时逮捕、调查取证、为证人或鉴定人作证提供便利条件等，但唯独没有提及审前释放中的合
作问题。
同样，在有关审前羁押与释放的相关条款中，也未对审前释放程序中由谁来负责国际刑事法院与缔约
国之间的联络和协商问题进行规定，比如由谁负责提出可以接收释放嫌疑人的国家，在相关国家不愿
意接收嫌疑人的情况下，由谁来进行协商和说服工作等。
从本巴案的处理过程来看，程序上首先由辩护方提出可能成为接收国的相关国家，然后由各个国家向
法庭提交有关意见，由法庭在听取各国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释放的决定。
但无论是预审法庭还是上诉法庭，都没有提及应当由谁负责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沟通、协商和说服工作
。
 与缔约国进行沟通、协商主体的缺失可能基于以下两种原因：一种是国际刑事法院认为没必要与相关
国家之间就审前释放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如果有国家愿意接收，就释放被羁押人到该国，如果没有
国家愿意接收，则继续羁押此人，丝毫不影响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这很显然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应当是国际刑事法院所秉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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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刑事司法中的程序与正义: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专题研究》编著者史立梅。
以公正的程序追诉和审判国际上最严重的罪行，这是国际刑事法院在维护世界人权方面的根本价值所
在。
犯罪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了水源，这不仅适用于国内刑事司法，也同样适用于国
际刑事司法。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不仅会对诉讼当事人造成伤害，甚至会动摇国际刑事法院存在的正当性根基。
只有公正的审判、准确的定罪、适当的刑罚，才能让人们看到正义的力量终究会战胜邪恶，才能终结
人类以恶制恶、以战止战的历史，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秩序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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