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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2016 年 6 月 1 日之后各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1
 资格说明载于下文第二节。 

  

__________________ 

 1 A/71/90/Add.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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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候选人资格说明 
 
 

  阿里·本·费泰斯·马里(Ali bin Fetais Al-Marri)(卡塔尔) 
 

[原件：英文] 

 

阿里·本·费泰斯·马里博士阁下(卡塔尔) 

卡塔尔国司法大臣 

联合国预防腐败特别代言人 

学术背景： 

1. 巴黎索邦大学国际法博士，1997 年，法国 

 《阿拉伯半岛的边界》。 

2. 雷恩大学公法硕士，1996 年，法国 

 《三权分立》，协商委员会(立法)。 

国际任命： 

1.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2002 年，2006 年和 2011 年再次当选。 

2. 海湾合作理事会商业仲裁中心经认可的专家，巴林。 

3. 海湾合作理事会商业仲裁中心仲裁员，1997 年至今，巴林。 

4. 在国际法院《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担任卡塔尔代理人。 

5. 国际检察官协会成员，2006 年至今。 

6. 索邦大学博士委员会成员，2008 年和 2010 年。 

7. 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10 年至今。 

8. 多哈法治和反腐败中心董事会主席。 

9. 萨瓦大学博士委员会成员，2013 年。 

10. 巴黎第九大学博士委员会成员，2014 年。 

11. 联合国资产追回问题特别代言人，2012 年至今。 

12. 联合国预防腐败特别代言人，2014 年至今。 

13. 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2016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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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国际会议： 

1. 法国-卡塔尔区域司法会议主席，2004 年，多哈。 

2. 总检察长、首席检察官和司法部长世界高峰会议副主席，2004-2005 年，危

地马拉-安提瓜。 

3. 总检察长、首席检察官和司法部长世界高峰会议主席，2005 年至今，卡塔尔

多哈。 

4. 法国-阿拉伯司法会议主席，2008 年。 

5. 世界第六次反腐败论坛主席，2009 年。 

6.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大会第三届会议主席，2009 年。 

7. 阿拉伯总检察长、检控负责人和检察官会议主席，2010 年。 

8. 阿拉伯资产追回论坛主席，2012 年。 

 率领卡塔尔国代表团出席多次多阿拉伯、区域和国际各级会议。 

重要委员会和国际机构成员： 

1. 卡塔尔起草永久宪法委员会成员兼助理报告员。 

2. 卡塔尔审查涉及卡塔尔国的国际合同和协议的委员会主席。 

3. 涉及卡塔尔国的所有国家和国际诉讼首席监测员。 

4. 卡塔尔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勘界委员会成员。 

5. 卡塔尔-法国军事合作委员会成员。 

6. 卡塔尔-美国军事合作委员会成员。 

7. 关于建立公共检察及其权限的法律草案起草委员会主席。 

8. 关于设立最高司法委员会以及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问题的法律草案起草委

员会主席。 

国内任命： 

1. 卡塔尔国司法大臣，2002 年至今。 

2. 埃米尔宫法律部主任次官，1998 年。 

3. 埃米尔宫法律专家，1997-1998 年。 

4. 部长理事会助理秘书长，1997-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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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塔尔大学国际法指派教授，1997 年至今。 

6. 埃米尔宫殿下办公室法律研究员，1996-1997 年。 

奖章： 

1. 国家荣誉军团勋章(法国)。 

2. 国家荣誉军团军官(法国)。 

3. 突尼斯共和国大勋章(突尼斯)。 

4. 国家荣誉军团勋章(塞内加尔)。 

通晓语文： 

1. 阿拉伯文。 

2. 法文。 

3.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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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努埃尔·文图拉·罗夫莱斯(Manuel E. Ventura Robles)(哥斯达黎加)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2016 年 6 月 3 日收到的 2016 年 6 月 1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代表团的普通照会节录 

…… 

 曼努埃尔·文图拉·罗夫莱斯先生现任美洲人权法院法官，他是国际法领域

的一位杰出权威人士，具有出色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实践经验。 

 哥斯达黎加政府深信，曼努埃尔·文图拉·罗夫莱斯先生将对国际法委员会

作出重大贡献。 

…… 

曼努埃尔·文图拉·罗夫莱斯简历 

 曼努埃尔·文图拉·罗夫莱斯 1948 年 6 月 16 日出生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他在拉萨尔学校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毕业时获科学和人文学高中文凭。1974

年，他获得法学士学位和公证人执照，在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担任公证人。当

年晚些时候，他加入哥斯达黎加律师学院。他与格洛丽亚·罗德里格斯·查韦斯

成婚，育有 3 个儿子。 

 他于 2004 年 1 月当选美洲人权法院法官，并于 2009 年 6 月 2 日至 3 日在洪

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市举行的《美洲人权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十九届常会上，

以鼓掌方式再次当选。文图拉·罗夫莱斯法官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担任

美洲人权法院副院长。 

 文图拉·罗夫莱斯法官在私营部门和公共行政部门担任多个职位，具体是在

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哥斯达黎加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和哥斯达黎加常驻美洲国家

组织(美洲组织)代表团。他 1990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担任美洲人权法院秘书一

职。在此之前，他从 1979 年 12 月至 1989 年 3 月担任副秘书。他在哥斯达黎加

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理论课程，并在中美洲自治大学和国家经济促进协会担任客

座教授。他曾在多个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作特邀发言人。他也

曾在下列机构作为特邀发言人：哥斯达黎加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智利天

主教教皇大学；智利大学法学院；厄瓜多尔基多的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墨西哥

自治大学司法研究所；塞维利亚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波哥大 Santaf

é区的哈维里亚纳教廷大学；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德保罗大学法学院；正义与国际

法中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渥太华大学；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省最高法院；哥斯达黎加宪法研究所；巴西高等法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萨

尔瓦多大学；萨尔瓦多 Jose Matias Delgado 大学；西班牙埃纳雷斯堡阿尔卡拉大

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葡西美菲国际法研究所；哥斯达黎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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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宪法分庭；多米尼加共和国最高法院；萨尔瓦多最高法院；世界民主运动；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德国技术合作署(柏林)；哥伦比亚内政部，哥伦比亚国

家狱政研究所；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大学；哥伦比亚 San Buenaventura 大学；布

宜诺斯艾利斯省检察院；阿根廷天主教教廷大学；美洲人权研究所；国际法学家

协会；美洲法律委员会；法国外交及欧洲事务部；欧洲人权法院、国际人权研究

所和西印度群岛大学；哥斯达黎加公设辩护律师处；哥斯达黎加律师学院；巴西

人权研究所；伊比利亚-美洲人权中心(马德里)；拉萨尔大学；米纳斯吉拉斯联邦

大学；人权研究所法学院和拉丁美洲律师协会。 

 文图拉·罗夫莱斯法官还参加了有关人权和美洲人权保护体系专题的多个国

家和国际研讨会。 

 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他出席了美洲组织大会第十四、十九、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届常会。 

 他以美洲人权法院代理副院长的身份出席了 2012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玻利

维亚科恰班巴举行的美洲组织大会第四十二届常会和 2013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在

危地马拉安提瓜举行的美洲组织大会第四十三届常会。 

持有法律学士学位，律师和公证人 

现任职务 美洲人权法院法官 

曾任职务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 美洲人权法院副院长 

2004 年 1 月至今 美洲人权法院法官 

1969-1970 年 Carlos Bolaños Gené法律事务所执业律师和公证人 

1972-1973 年 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宪法系 Fernando Volio 

Jiménez 的助手 

1975 年 5 月-1977 年 3 月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欧罗巴酒店：助理经理 

1977 年 6 月-1978 年 7 月 哥斯达黎加国家银行法律部：工作人员律师和公证人 

1978 年 8 月-1979 年 7 月 哥斯达黎加驻美国华盛顿特区大使馆：法律事务公

使衔参赞 

 哥斯达黎加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第二候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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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8 月-1979 年 11 月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法院：临时秘书 

1979 年 12 月-1989 年 3 月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法院：助理秘书 

1989 年 4 月-1989 年 12 月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法院：临时秘书 

1990 年 1 月-2003 年 12 月 美洲人权法院：秘书2
 

成员资格 

– 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成员 

– 《巴西人权研究所学报》编辑委员会成员 

– 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荣誉成员 

– 美洲人权研究所大会当然成员 

– 人民联盟党成员，1970-1971 年 

– 国民联盟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1976 年至 1977 年 

– 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学院创始成员，1983-1985 年 

– 国际法协会成员，1984 年 

– 美国国际法学会成员，1989 年 

荣誉 

– 马耳他骑士团骑士 

– 因在国际法、国际政策和外交方面的贡献而获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

Manuel Maríade Peralta 奖 

– 哥伦比亚人权研究所名誉主席 

– 因担任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和法官期间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工作而获巴西

福塔雷萨的巴西人权研究所 2014 年人权奖 

– 获颁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多·特林勋章，由美洲人权法院前院

长、国际法院现任法官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多·特林和巴西人

权研究所所长 César Oliveira de Barros Leal 颁发 

– 因对扩大、维护和加强哥斯达黎加的人权的贡献而获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律师协会颁发 2015 年鲁道夫·比萨·埃斯卡兰特奖 

__________________ 

 2 1979 年 8 月至 1980 年 1 月和 1989 年 4 月至 1991 年 5 月，他是法院唯一的专业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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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小学： 圣何塞拉萨尔学校：小学证书 

中学： 圣何塞拉萨尔学校：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证书 

大学： 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法学士，1974 年 

 公证人执照，1974 年 

 1974 年取得律师资格 

其他课程和学习 

经历： 

哥斯达黎加大学，中央科学和人文学科系，哲学系：三年哲

学课程(1966-1968 年) 

 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法硕士学位课程

(1979 年 1 月至 5 月) 

 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英语课程(1978 年 9 月至 11 月) 

 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外交事务高级官员预备课程(1978 年 5

月)，学习证书 

 中美洲工商管理学院：公司律师管理研讨会(1978 年 1 月)，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完成乔治敦大学研讨会学习证书：英语课

程(1975 年 1 月至 5 月)，美国华盛顿特区 ELS 语言中心结业

证书：英语课程(1974 年 10 月至 12 月) 

 美国华盛顿特区现代语言研究所：英语课程(1967 年 5 月) 

 沙利文学院，执业学院预备学院(1967 年 1 月至 5 月) 

其他职务 

– 哥斯达黎加大学学生联合会举行的 1968 年学生大会哲学学生协会代表 

– 法律学生协会学生代表，1969 年 

– 全国团结党青年团全国执行委员会财务主管，1969 年 

– 法律学生协会秘书，1970 年 

– 法律学生协会主席候选人，1971 年 

– 哥斯达黎加出席美洲国家组织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成员，1978 年 

– 哥斯达黎加出席美洲国家组织第七届特别会议代表团成员，1979 年 

– 哥斯达黎加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根据《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举行

的第十七次外交部长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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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学院副院长，1983-1985 年 

– 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讲师，教授“国家理论”，1984-1985 年 

– 推动在哥斯达黎加设立监察员协会秘书，1984-1985 年 

– 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准成员，1998 年 2004 年当选董事会成员兼董事

长(2004-2006 年和 2010-2012 年) 

发言和其他活动 

– 应全国经济发展协会、中美洲自治大学和伊比利亚-美洲人权中心(马德

里)的邀请，担任 1986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21 日期间在全国经济发展协

会举办的国际政策强化课程客座讲师。题目：美洲人权法院 

– 应哥斯达黎加民主青年会邀请参加 1988 年 11 月 12 日为纪念《世界人

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的人权问题讨论会。

题目：美洲人权法院 

– 联合国人权中心与危地马拉外交部 1988 年 1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危地马

拉城合作举办的国家人权培训课程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体系中的国

际人权保护。 

– 应美洲法学家协会哥斯达黎加分部邀请参加 1988 年 12 月 7 日为纪念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在哥斯达黎加律师协会举行的一次圆

桌会议。题目：《美洲人权公约》及其在拉丁美洲的适用。 

– 应萨尔瓦多法律研究所邀请参加 1988 年 12 月 10 日为纪念《世界人权

宣言》通过四十周年，在萨尔瓦多的圣萨尔瓦多举行的国际会议。题目：

《世界人权宣言》的价值 

– 应中美洲保护人权委员会邀请参加 1989 年 10 月 3 日在哥斯达黎加阿拉

胡埃拉省卫理公会中心举办的人权问题研讨会，参加者来自中美洲和巴

拿马。题目：美洲国际人权保护体系。 

– 应美洲法学家协会哥斯达黎加分会邀请于 1989 年 10 月 6 日在 1989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在哥斯达黎加律师协会举行的第一届中美洲促进和平、民主

与发展法学家会议上发言。题目：美洲国家组织在维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临时秘书出席了 1989 年 11 月 13 日至 18 日在美国华

盛顿特区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十九届常会。 

– 应全国经济发展协会、中美洲自治大学研究生院和伊比利亚-美洲人权

中心(马德里)的邀请，担任 1990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6 日期间在全国经

济发展协会举办的国际政策强化课程客座讲师。题目：美洲人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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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0 年 6 月 4 日至 9 日在巴拉圭亚松森

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届常会。 

– 1990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在危地马拉安提瓜举行的代表危地马拉非政府

组织的律师讲习班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系统：美洲人权委员会

和美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关于司法保障和正当程序的诉讼和咨询

案例法：人身保护令和申诉机制；美洲人权法院诉讼和咨询案例法：临

时措施、保留和用尽国内救济。 

– 应哥斯达黎加心理影响问题产科和妇科委员会邀请，参加 1992 年 10 月

6 日至 9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的题为“产假和陪产假：跨学科概

念”的会议。题目：在人权意义上的产假和陪产假。 

– 应路易斯安那州司法学院的邀请，出席 1992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在哥

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法官会议。题目：美洲人权。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1 年 6 月 3 日至 8 日在智利圣地亚哥

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一届常会。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2 年 5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巴哈马拿骚

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二届常会。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3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在尼加拉瓜马那

瓜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三届常会。 

– 1993 年 7 月 24 日洛约拉法学院中美洲方案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办的

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的案件通报程序。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4 年 6 月 3 日至 7 日在巴西贝伦举行

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四届常会。 

– 应邀出席 Curridabat-圣佩德罗扶轮社 1994 年 9 月 21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

塞举行的一次会议。题目：美洲人权法院及其与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的关系。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5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在海地蒙特路易

斯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常会。 

– 西班牙潘普洛纳纳瓦拉大学 1995 年 8 月 4 日和 5 日举办的一次会议的

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体系，为 1995 年 6 月 24 日至 8 月 5 日举

办的人权课程的一部分。 

– 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1995年8月18日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特邀发言人。

题目：美洲人权体系，为 1995 年 8 月 16 日至 23 日在哥斯达黎加律师

协会举行的关于美洲人权新视角的会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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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 1995 年 10 月 18 日、19 日和 20 日举办的美洲人

权体系研讨会的特邀发言人，他与美洲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 Edith Má

rquez Rodríguez 博士共同作了专题介绍，作为法律继续教育方案的一部分。 

– 智利天主教大学 1996 年 5 月 7 日和 14 日的研究生宪法课程的特邀发言

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在诉讼方面的作用及其咨询作用。 

– 智利大学法学院 1996 年 5 月 10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

美洲人权法院。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6 年 6 月 3 日至 8 日在巴拿马巴拿马

城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六届常会。 

– 与法院律师一起参加了美洲人权研究所 1996 年 6 月 11 日至 21 日举办

的关于人权的跨学科课程。题目：美洲人权体系。 

– 中美洲保护人权委员会 1996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在危地马拉城举办

的一次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的美洲人权体系和程序。 

– 与法院律师一起参加了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大学 1996 年 10 月 7 日至 11

日举办的关于美洲人权体系的研讨会。 

– 参加了 1996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题为“美洲促进和

保护人权体系”的研讨会，题目：法院在人权保护方面的经验。未来的

挑战。 

– 1997年 1月 17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Manuel Maríade Peralta 外交事务

研究所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体系。 

– 1997 年 2 月 21 日，在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组织的 Eduardo Jiménez de 

Aréchaga 美洲人权竞赛国际圆桌会议的最后辩论中担任评委组长。 

– 与法院律师一起参与 1997 年 2 月 28 日在哥斯达黎加公设律师办公室进

行的讨论。题目：美洲人权体系对各国国内基本权利的保护。 

– 1997 年 5 月 9 日和 10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关于促进虚拟人权课

程的拉丁美洲研讨会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体系的变化趋势。 

– 西班牙潘普洛纳纳瓦拉大学主讲嘉宾，1997 年 5 月 12 日。题目：美洲

人权体系，对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所作专题介绍。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7 年 6 月 1 日至 5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

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七届常会。 

– 厄瓜多尔基多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特邀发言人，1997 年 6 月 10 日。题

目：美洲人权法院，对该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所作专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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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10 月 10 日，在智利国家警察局警察科学高级研究所，以及同

年 10月 13日，在智利大学法学院，作了关于美洲人权法院的专题介绍。 

– 1998 年 1 月 9 日，担任菲利普·杰瑟普竞赛全国回合最后辩论的法官。 

– 1998 年 3 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了关于美洲人权体系的演讲。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8 年 6 月 1 日至 3 日在委内瑞拉加拉

加斯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八届常会。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88 年 11 月 12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常会。 

– 被提名为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准成员，1998 年 9 月葡萄牙里斯本举行

的大会。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共和国参议院和联邦政府法律咨询委员

会 199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办的题为“国际

人权文件五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公约》。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1999 年 6 月 7 日至 9 日在危地马拉危地

马拉城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 

– 1999 年 6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办的关于美洲人权体

系的研讨会的发言人。题目：法院与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关系。 

– 1999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国际法协会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一次拉丁

美洲区域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中美洲的经验：和平与人权。 

– 1999 年 11 月 23 日和 24 日，作为发言人参加了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

办的题为“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的美洲人权系统”的研讨会。题目：国

际社会对有效的国际人权保护的承诺和加强美洲体系所涉经费问题：美

洲人权法院的情况。 

– 2000 年 3 月 22 日，在法院律师协助下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法院秘书

处的日常工作和美洲人权体系对约 15人的一个小组(包括在拉丁美洲各

人权机构(包括设在尼加拉瓜的美洲国家组织、设在秘鲁的监察员办事

处、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安第斯法学家委员会、设在哥斯达黎加的美洲人

权研究所和瑞典合作机构)工作的瑞典准专业工作人员)构成的挑战。 

– 2000 年 3 月 22 日，在法院律师的协助下，在法院案例法的基础上向加

利福尼亚橙色海岸学院参加 Roberto de la Osa 博士在中美洲国际事务研

究所教授的政治科学课程的一群学生作了一次关于美洲法院、其诉讼和

咨询职能和临时措施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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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3 月 30 日，在哥斯达黎加全国经济发展协会作了关于改革进程

和加强美洲人权体系的专题介绍。 

– 应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国际公法系邀请，于 2000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在

塞维利亚律师协会就美洲人权体系作了三个讲座，为教授们举办了一次

研讨会，并作了一次专题介绍。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2000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在加拿大温莎举

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三十届常会。 

– 2001 年 3 月 14 日，作为发言人参加了美洲人权法院和难民署举办的纪

念难民署成立五十周年会议，介绍了两本书：《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人

权保护必要性的新视角》和《第二和第三次流动人口——移民和难民问

题会议回忆录》，这是这两个机构和美洲人权研究所的努力的结果。 

– 参加了 2001 年 4 月 23 日在外交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向 Don Rodolfo E. 

Piza Escalante 颁发 2001 年 Manuel Maríade Peralta 奖，这是菲利普·杰赛

普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每年向投身于为本国利益而研究、促进和扩大国

际法的杰出人士颁发的奖项。我从人文角度介绍了获奖者的生平，这对于

曾经担任法官和自1979年成立至1981年期间担任美洲人权法院第一任庭

长，并曾在哥斯达黎加和世界各地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来说是合适的。 

– 2001 年 4 月 27 日举办的林肯模拟联合国的特邀发言人。为来自哥斯达

黎加和中美洲所有美国学校的学生代表作了关于美洲法院的讲座。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2001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

何塞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常会。 

– 2001 年 6 月 18 日至 29 日题为“政治参与”的第十九期跨学科人权课

程客座讲师。题目：美洲人权法院。 

– 美洲法律委员会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处 2001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4 日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第二十八期国际法课程的特邀发言人。题目：

美洲人权法院：走向永久性法庭的道路。 

– 2001 年 10 月 14 日至 19 日在哥斯达黎加举办的第五次 Eduardo Jiménez 

de Aréchaga 美洲人权竞赛评委。 

– 2002 年 3 月 7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办的国际美洲大学第三十七期

毕业典礼特邀发言人。题目：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和人权。 

– 2002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事务部为纪念担任美

洲人权法院第一任院长的哥斯达黎加法学家Rodolfo E. Piza Escalante博

士而举办的悼念仪式的发言人。我谈到 Piza Escalante 博士在 1979 年至

1988 年法院任职期间对法院和美洲人权体系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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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与国际法中心 2002 年 5 月 7 日举办的关于美洲人权体系机构的新

的议事规则的讲习班的发言人。我讨论了法院新的规则。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2002 年 6 月 2 日至 4 日在巴巴多斯布里

奇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三十二届常会。 

– 赫尔辛基－西班牙基金会 2002 年 6 月 25 日举办的题为“知识社会与人

权”的第二次国际大学会议的发言人。参加了题为“技术与社会：企业

和机构执行，美洲人权法院的案例”的圆桌会议，我介绍了法院在信息

学领域的最新发展。 

– 作为发言人参加了美洲人权研究所 2002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2 日在哥斯

达黎加圣何塞以Rodolfo E. Piza Escalante之名举办的第二十期跨学科人

权课程。7 月 24 日星期三，我作了题为“美洲人权体系：美洲人权法

院”的专题介绍。 

– 2002 年 8 月 16 日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在沙文略教廷大学促进和扩大人

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学位课程开学典礼上作了主旨发言。 

– 作为准成员参加了 2002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在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举行

的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二届大会。 

– 在美洲人权研究所 200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举办的第三期美洲民间社会与人权课程上就“美洲体系”专题作了发言。 

– 2003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的多部类法美洲区域

会议的特邀发言人。会议主题：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的近期发展。 

– 作为观察员参加了秘鲁外交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2003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与武装冲突或内部暴力有关的报

告失踪人员问题区域会议。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秘书出席了 2003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在智利圣地亚哥

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三十三届常会。 

– 在美洲人权法院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五十九届常会期间，在国际法院

几名法官陪同下，参加了美洲人权法院在智利大学法学院举行的一次会议。 

– 美洲人权研究所 2003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4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办

的第二十一期跨学科课程的客座讲师，我于 2003 年 6 月 25 日作了关于

美洲人权法院的讲座。 

– 作为观察员参加了 2003 年 7 月 24 日、25 日和 26 日在厄瓜多尔基多举

行的第三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司法会议，题目是“过去十年的主要

趋势和我们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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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10 月 7 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德保罗大学法学院担任特邀发

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的近期发展。我还会见了该大学的教

授和学生以及伊利诺伊州西班牙裔律师协会成员。 

– 与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多·特林多德法官和 Sergio García Ramí

rez 法官一起参加了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2003 年 10 月 27 日和 28 日

在墨西哥墨西哥城举行的安全问题特别会议。 

– 2003 年 11 月 13 日，在当选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法院法官后，在哥斯

达黎加圣何塞拉萨尔大学担任特邀发言人。题目：在《美洲人权公约》

生效二十五周年之际对国际法和美洲人权制度的思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在圣萨尔瓦多，在萨尔瓦多国家维护人权检察官办

公室举办的《世界人权宣言》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和国家人权奖颁奖仪

式上担任特邀发言人。题目：人权和法治。 

– 2004 年 3 月 5 日至 18 日在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举行的第五次欧洲联

盟-拉丁美洲国际司法、法治和保护人权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

洲人权体系：最新案例法。 

– 2004 年 8 月 16 日至 27 日举行的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二十

二期跨学科人权课程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有关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的判例法。 

– 在美洲国家组织 2004 年 12 月 2 日在哥斯达黎加埃雷迪亚国立大学为中

学生举行的第三届常会开幕式上担任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体系中的

人权保护：一个重要观点。 

– 2005 年 7 月 18 日至 19 日举行的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二十

三期跨学科人权课程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有关政治权利

的判例法。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事务部举办的

关于诉诸司法机会和有罪不罚现象的民主、人权和法治区域研讨会的特

邀发言人。讲习班于 2005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办。 

– 渥太华大学和美洲国家组织举办的国际法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确

定"马皮大屠杀"案中国家对第三方行为的国际责任。会议于 2005 年 10

月 22 日至 26 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 

– 正义与国际法中心组织的关于“评估人权”专题的国际人权日仪式的特

邀发言人。会议于 2005 年 12 月 8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哥斯达黎加宪法研究所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司法培训中心举办的欧

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裁决的执行问题比较分析研讨会的特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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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有关其裁决的执行的判例法。会议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至 21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巴西最高法院举办的关于美洲人权法院的研讨会的特邀发言人。题目：

美洲人权法院有关诉诸司法机会和有罪不罚现象的判例法。会议于 2006

年 3 月 31 日在巴西巴西利亚举行。 

– 应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最高法院的邀请，就受害者按照美洲人权法院若干

议事规则在诉诸司法机会方面的状况发表演讲。会议于 2006 年 4 月 7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 应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邀请，在国际人权法大会上作了专题介绍，内容

是是否有必要在程序上确定在美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美洲人权委

员会在法院根据2000年通过的议事规则给予据称受害人或其代表出庭资

格之后的作用。会议于2006年5月23日至26日在墨西哥墨西哥城举行。 

– 应美洲人权研究所和萨尔瓦多国家维护人权检察官办公室邀请，在人权

学术会议上就美洲人权法院的历史和近期发展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6

年 6 月 23 日在萨尔瓦多大学举行。 

– 应萨尔瓦多何塞·马蒂亚斯·德尔加多博士大学的邀请，就美洲人权体

系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6 年 6 月 28 日在圣萨尔瓦

多举行。 

– 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邀请，在第三期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

课程上就国际人道主义法与美洲人权体系的相关性为中美洲大学教授作

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6 年 7 月 23 日至 29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在西-葡-美国际法研究所第二十四届大会上就监测中美洲人权体系的判

决的遵守情况作专题发言。会议于 2006 年 9 月 11 日至 15 日在西班牙

格拉纳达举行。 

– 应哥斯达黎加最高法院宪法分庭邀请，在纪念候补法官何塞·路易

斯·莫利纳·德克萨达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就美洲人权法院关于监测判

决遵守情况的案例法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6 年 9 月 25 日在哥斯达

黎加圣何塞举行。 

– 应西班牙埃纳雷斯堡大学邀请，教授题为“人权保护”的美洲人权法院

案例法研究生课程。该课程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在西班牙

马德里举办。 

– 萨尔瓦多最高法院题为“加强中美洲司法官员保护人权能力”的开幕会

议的特邀发言人。会议于 2008 年 2 月 27 日在圣萨尔瓦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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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多米尼加共和国最高法院的邀请，在题为“宪法权利：各法院的人权

保护”的会议上就美洲人权法院的人权保护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8

年 3 月 12 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举行。 

– 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在“2008 年弗里德曼会议：区域人权体制

所面临的改革和挑战”上就美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权

利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8 年 4 月 8 日在美国纽约举行。 

– 应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邀请，在题为“国家执行国际人权法和美洲人权

法院的判例法”的研讨会上，介绍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

共和国适用美洲人权法院的理论和判例法的影响的例子。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 5 日在墨西哥墨西哥城举行。 

– 在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部、欧洲人权法院和国际人权研究所为纪念《世

界人权宣言》60 周年而举办的题为“区域人权法院：司法做法和判例

法政策”的研讨会的特邀发言人。致题为“《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之

际的区域人权法院：评估与展望”的开幕词，并作题为“区域人权机构

和国际法：美洲人权法院的现状与前景”的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 8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 

– 应哥斯达黎加最高法院、美洲人权研究所和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邀

请，在题为“加强中美洲司法官员的人权能力”的会议上就国家制度

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合作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4 日在哥斯

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应世界民主运动邀请，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墨西哥次区域：民主和捍卫

民间社会”第一届论坛上开幕词，内容涉及美洲系统中的人权和民主。

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应德国技术合作署邀请，在“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专题讨论会”上就美

洲人权法院判决的背景、政策和监测遵守情况做法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09 年 8 月 6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 

– 应哥斯达黎加最高法院宪法分院邀请，在哥斯达黎加宪法司法 20 周年

纪念活动上就各国法院对美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作专题介绍。会

议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应哥伦比亚内政部、哥伦比亚国家监狱和教养所研究所、安蒂奥基亚大

学和圣布埃纳文图拉大学邀请，在第三次监狱与人权国际专题讨论会上

就美洲人权法院有关监狱的案例法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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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检察官办公室和阿根廷天主教大学邀请，在题为

“人权、国际条约与遵守”的会议上就美洲人权法院案例法的遵循情况

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 应哥斯达黎加宪法法庭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邀请，在题为“中美洲宪法

和国际法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的中美洲研讨会上，就美洲

人权法院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案例法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应哥斯达黎加大学邀请，在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 2011 学年开学讲座

上，就美洲人权法院案例法中的赔偿问题作专题介绍。这一活动于 2011

年 3 月 9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应邀在关于美洲人权法院在权利和救济方面的司法和人道主义职能的

研讨会上就这一专题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巴西贝洛

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Milton Campos 学院礼堂举行。 

– 题为“司法与安全、受害者权利与警务”的第二十九期人权跨学科课程

特邀发言人。介绍《Estudios sobre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 Protecció

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一书第二卷。这次活动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美洲人权研究所美洲厅举行。 

– 应美洲法学家协会邀请，在关于美洲人权机制的运作的圆桌会议上，就

美洲人权法院及其对本区域的影响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美洲人权研究所美洲厅举行。 

– 应邀在题为“美洲体系与加勒比”的西印度群岛大学专题讨论会上就美

洲人权制度下的救济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在巴巴多

斯圣迈克尔举行。 

– 应西印度群岛大学邀请，参加题为“关于寻求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和美

洲人权体系之间加强互动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圆桌会议。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在巴巴多斯圣迈克尔举行。 

– 应邀在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 Eduardo jiménez de aréchaga 竞赛上就美

洲人权法院及其有关赔偿的判例法的影响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美洲人权研究所美洲厅举行。 

– 应邀在 2011 年 11 月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的第十八次拉丁美洲法院

和宪法分院院长和法官会议上，作题为“共同任务：宪法司法与美洲人

权体系”的开幕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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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法学家协会 2011 年 9 月 2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办的关于美洲

体系的运作的研讨会上担任特邀发言人。该专题介绍发表于《美洲法学

家协会学报》，2011 年 12 月，第 136-153 页。 

– 应自由法学院大学邀请，就美洲人权法院有关赔偿的案例法的影响作专

题介绍。这次活动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自由法学院

大学举行。 

– 应 FraudNet 邀请，就美洲人权法院有关赔偿的案例法作专题介绍。这

次活动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里尔洲际饭店举行。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副院长出席了 2012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玻利维亚科

恰班巴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四十二届常会。 

– 应邀在关于监狱法与人权的第四次研讨会上，就美洲人权法院有关监狱

的人权保护标准作专题介绍。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 日至 8 日在哥伦比

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举行。 

– 在哥伦比亚人权研究所开办仪式上担任主旨发言人。活动于 2012 年 7

月 3 日至 8 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举行。 

– 沙文略教廷大学题为“加强美洲人权体系”的第一次论坛的专题小组成

员。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举行。 

– 应邀在第三十届人权问题跨学科课程上就赔偿的影响及其对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可执行性的贡献作专题介绍。活动于 2012 年 9 月 3 日至 14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在关于加强美洲国家间人权体系的区域论坛(圣何塞论坛)上担任特邀发

言人。专题介绍题目：“加强美洲国家间人权体系：美洲人权法院的情

况”。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2013 年 2 月 27 日在圣何塞在哥斯达黎加公设辩护律师处担任特邀发言

人。题目：从美洲人权法院的角度看自由、临时措施和监狱。 

– 在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举行的第四十七届特别会议上，作为发言

人参加了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题为“美洲人权体系：趋势和互补性”

的研讨会。题目：从美洲人权法院的角度看自由和监狱。 

– 2013 年 4 月 18 日在圣何塞的哥斯达黎加律师协会担任特邀发言人。题

目：从美洲人权法院的角度看自由和监狱。 

– 第二期巴西人权问题跨学科课程特邀发言人。专题介绍题目：“美洲人

权体系在巴西”。活动于 2013 年 5 月 6 日至 17 日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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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副院长出席了 2013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在危地马拉安

提瓜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四十三届常会。 

– 在 2013 年 7 月 8 日至 26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国际人权研究所第

四十四届年度研究会议期间，参加了关于宗教和国际人权法的开幕专题

介绍。题目：美洲人权体系。 

– 在美洲国家间人权体系培训课程上担任特邀发言人，介绍：美洲人权法

院的情况；管辖权与职能；临时措施；咨询意见；诉讼和程序。活动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1 日在墨西哥墨西哥城举行。 

– 在 2013 年 10 月 7 日至 11 日在墨西哥墨西哥城举行的美洲人权法院第

四十八届特别会议上，作为发言人参加了关于判例法对话和美洲人权法

院的判决的影响的国际讨论会第二专题小组——“侵犯人权行为的赔偿：

比较研究”。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有关赔偿的判例法。同时应最高法院

邀请，于 2013 年 10 月 12 日墨西哥普埃布拉担任专题小组成员。 

– 应伊比利亚-美洲行政法协会厄瓜多尔分会邀请，在第五次伊比利亚-美

洲行政法大会上致开幕词。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厄瓜多尔瓜亚

基尔举行。 

– 作为主持人参加了题为“美洲人权法院的裁决的影响”的国际研讨会。

第 1 小组：“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的互动——案例法对话”。这次活动在

美洲人权法院第四十九届特别会议期间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在巴西利

亚最高选举法院举行。 

– 2013 年 12 月 3 日在华盛顿特区拉丁美洲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担任特邀

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管辖权与职能。 

– 第三十一期跨学科人权课程的特邀发言人，介绍美洲体系在政治权利方

面的案例法。活动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在美洲人权研究所题为“实现作为一项人权的和平权的道路”的专题讨论

会上担任特邀发言人。会议于2014年2月11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 

– 应最高法院、伊比利亚－美洲司法学校网和埃德加·比利亚尔塔·比司

法培训学院的邀请，在 2014 年 2 月 28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办的伊

比利亚-美洲条约审查问题视频会议上发言。题目：美洲人权体系与条

约审查。 

– 2014 年 4 月 21 日至 25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办的和平大学普遍管

辖权讲习班的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案例法中调查和防止严

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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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洲人权法院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第五十一届特别会议期间，在

于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题为“美洲司法和判例法对话”的研讨会上发言。

题目：美洲人权法院。 

– 应哥斯达黎加律师协会人权理事会、哥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和教科文组

织人权问题主席邀请，在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拉萨

尔大学爱德华多·奥尔蒂斯礼堂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发言。题目：美洲人

权法院的赔偿的影响及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执行性的贡献。 

– 应教科文组织邀请，在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

的讨论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联合国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

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第三次联合国机构间会议上担任主持人。 

– 和平大学国际课程 2014 年 11 月 26 日在圣何塞律师协会举办的一次会

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裁决赔偿责任及其程度。 

– 应全球和平活动人士大使馆邀请担任特邀嘉宾，在 2015 年 2 月 12 日在

美洲人权法院总部举办的庄严的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活动上

致开幕词。 

– 作为美洲人权法院法官出席了 2015年3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四十九届常会，选举 Luis Almagro 先生担任秘书长。 

– 2015 年 3 月 18 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拉丁美洲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担任

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案例法中的少数族裔保护问题。 

– Captain General Gerardo Barrios 大学 2015 年 6 月 5 日在萨尔瓦多举行的

题为“国家人权保护系统”的第三次国际法大会的发言人和小组成员。

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判例法。 

– 在 2015 年 7 月 6 日至 24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国际人权研究所题

为“儿童与国际人权法”的第四十六届年度研究会议上担任特邀发言人。

题目：美洲人权体系。 

– 在联邦司法机构 2015 年 8 月 6 日在巴西福塔雷萨举办的美洲人权问题

讨论会上担任特邀发言人。题目：美洲人权法院案例法中的少数族裔保

护问题。 

– 2015 年 8 月 3 日至 14 日在巴西福塔雷萨举办的题为“尊重人的尊严”

的巴西第四期人权跨学科课程上担任特邀发言人。题目：法院和美洲人

权体系及巴西判例法审查。 

– 2015 年 8 月 13 日和 14 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题为“过渡时期

司法、和平与冲突后”的第十八次普通管辖权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题目：

美洲人权体系：过渡时期司法进程的需要及其适用的处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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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提安·齐伯利(Gentian Zyberi)(阿尔巴尼亚) 
 

[原件：英文] 

2016 年 6 月 3 日收到的 2016 年 6 月 1 日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的普通照

会节录 

 根提安·齐伯利博士在其在国际法领域的工作中，在从事学术工作的同时，

还在不同国家的若干大学开展教学，出版大量著作，并在重要的国际法院和法庭

从事国际法实践。 

简历 

根提安·齐伯利博士，法学硕士 

个人资料 

*姓名： 根提安·齐伯利(Gentian Zyberi) 

*国籍： 阿尔巴尼亚 

*网站： http://people.uio.no/gentianz 

 

学历 

2008 年 博士学位：2008 年 4 月 3 日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院荷兰人权研究所(博士论文题目：

“国际法院的人道主义一面：其对解释和发展国际人权和

人道主义法规则和原则的贡献”)。 

2002 年 硕士学位：2002 年 8 月 22 日(国际法法学硕士，荣誉毕业生)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欧洲法系 

2000 年 法学士学位(法学士，优等)：2000 年 7 月 6 日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法学院 

现任和曾任职务 

学术职务 

2012 年至今 副教授 

 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挪威人权中心 

2012 年 助理教授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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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 助理教授 

 •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Luarasi 大学法学院 

•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纽约大学地拉那分校 

2010 年 访问学者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中国北京 

2008-2011 年 助理教授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院荷兰人权研究所 

2003-2007 年 博士候选人，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院荷兰人权研究所 

执业经历  

2016 年至今 常设仲裁法院成员 

2008-2012 年 (公益)法律顾问，荷兰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2004-2012 年 法律助理兼口译员，荷兰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2009 年 国际法院审理的《科索沃独立宣言》案阿尔巴尼亚法律小

组的法律顾问和协调员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特别顾问，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研究金和奖项  

2008 年 蒂尔堡大学和荷兰人权研究学院为我的博士论文授予著名

的 2008 年麦克斯-范-德斯托尔奖人权奖二等奖。说明：广

义的人权领域最佳博士论文可由(荷兰人权研究学院下属)

荷兰和比利时大学提名，并由一个评判委员会进行评判。 

2008 年 乌得勒支大学就我 2007 年关于国际法院对国际人权法和国

际人道主义法规则和原则的发展和解释所作贡献的文章授

予 2008 年 G. J. Wiarda Prize 奖荣誉奖。 

教学活动  

2004 年至今 过去 12 年来，我在荷兰、美国、中国、阿尔巴尼亚和挪威

的一些大学教授国际法若干领域课程。我目前在奥斯陆大

学法学院教授的一些相关课程包括： 

JUS5540： 国际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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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1730/JUS5730： 国际人道主义法(武装冲突法)； 

JUS5912: 国际法的法律写作和口头辩护； 

JUS5570:  国际刑法; 

HUMR5502： 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族裔挑战； 

HUMR5191: 人权方法论：研究、分析和论文； 

HUMR5132: 人权实务。 

机构任职情况  

2015 年至今 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挪威人权中心教务长 

2014 年至今 阿尔巴尼亚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协会阿尔巴尼亚分会)主席，

阿尔巴尼亚 

2014 年至今 国际法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联合王国 

2008-2010 年 荷兰人权研究学院院长助理，荷兰乌得勒支 

委托职务  

2008 年至今 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 Intersentia 的外部

学术审查员。我还为《SOAS 研究生协会学报》、《人权和国

际法律论文学报》、《乌得勒支法律评论》、《世界贸易评论》、

《国际法实务学报》、《莱顿国际法学报》、《政治和法律学

报》、《奥斯陆法律学报》和《全球治理：多边主义与国际

组织综述》审查了学术文章。 

2012 年至今 《国际人道主义法年鉴》编辑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海

牙阿西尔研究所)。 

2005-2010 年 《乌得勒支法律评论》编委会成员 

其他的国内和国际专业活动 

 国际法协会国际人权法国际委员会成员； 

 国际法协会“国际人道主义法下的敌对行为——21 世纪的战争所面临

的挑战”研究小组成员； 

 欧洲国际法学会成员(若干兴趣小组成员)； 

 挪威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协会挪威分会)成员； 

 挪威军事法协会(国际军事法和战争法协会挪威国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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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研究简介 

 我的研究主要是国际法院和法庭对于解释和发展国际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

和国际刑事法的规则和原则的作用和贡献。目前，我重点研究在有关全球人类安

全、共有自然资源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下社区利益的地位和保护。其他兴趣

领域包括保护责任理论的制度落实；过渡时期司法问题，重点是巴尔干地区大规

模暴行罪的调查、起诉和赔偿。 

主要出版物 

 下列出版物突出反映了我在国际法领域的学术工作和专门知识。 

著作 

1. G. Zyberi, The Humanitarian Fa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Contribution to Interpreting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Rules and Principles, School of Human Rights Research Series vol. 

26, (Antwerpen-Oxford-Portland: Intersentia, 2008). 

2. G. Zyberi (ed.),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G. Zyberi and C. Rohan (eds.), Defenc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16). 

文章 

4. G. Zyberi, United Nations-related crimi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fleeting 

mirag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or a piecemeal approach to cosmopolitan justice?, 

Symposium: Cosmopolitan Law and the Courts, Transnational Legal Theory (2016), 

pp. 1-19. 

5. G. Zyberi and Jernej Letnar Černič,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cesses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33(2) Nordic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5), pp. 132-157.  

6. G. Zyberi, Provisional Meas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rmed 

Conflict Situations, 23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 pp. 571-584. 

7. G. Zyberi, Self-Determin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56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009), pp. 429-453. 

8. G. Zyberi,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Rules and Principles through the Case-la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5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2007), pp. 117-139. 

书籍章节 

9. G. Zyberi, ‘The Practice of Holding States and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Mass 

Atrocity Crimes’ in André Nollkaemper and Ilias Plakokefalos (eds.), The Practice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16). 

10. G. Zyberi, ‘Ensu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rom Serious Damage: 

Towards a Model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States Concerned?’, in Bård Anders Andreassen and Vo Khanh Vinh (eds.),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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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Borders: Advancing Human Rights in Transnational Business (Intersentia, 
2016), pp. 67-90. 

11. G. Zyberi,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Furthering 

Peace as an Essential Community Interest’, in Cecilia M. Bailliet and Kjetil 

Mujezinović Larsen (eds.), Promoting Pea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44-367. 

12. G. Zyberi,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 Erika de Wet and Jann Kleffner (eds.), 

Convergence and Conflicts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Military Operations (Pretoria University Law Press, 2014), pp. 395-416. 

13. G. Zyberi,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in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Cedric Ryngaert and Math Noortmann (eds.) Hum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allenge of Non-State Actors (Intersentia, 2014), pp. 53-74.  

14. G. Zyberi,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G. Zyberi (ed.),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13), pp. 365-385. 

15. G. Zyberi, ‘Sh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aking Stock and Moving 

Forward’, in G. Zyberi (ed.),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13), pp. 511-530. 

16. G. Zyberi,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Rights of Peoples and 

Minorities’ in Christian Tams and James Sloan (ed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27-352. 

17. G. Zyberi,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in Ineke 

Boerefijn et al. (eds.) Human Right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Honour of Bas de Gaay 

Fortman (Intersentia, 2012), pp. 367-385. 

18. G. Zyberi,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Julia Hoffmann and André Nollkaemper (eds.),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05-317. 

19. G. Zyberi, ‘The Role and Status of Non-State 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Jean D’Aspremont (ed.),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11), pp. 

165-179.  

20. G. Zyberi, ‘Human R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Mashood 

Baderin and Manisuli Ssenyonjo (ed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60 Years 
after the UDHR (Ashgate, 2010), pp. 289-304. 

工作底稿系列(可在网上查阅) 

21. G. Zyberi, ‘Navigating the Occasional Tensions Arising betwee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Legal Counseling and Respecting the Formal Rules of the Tribunals: What 

Compass to Us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 5th Research Forum: 

International Law as a Profession Conference Paper No. 3/2013, 4 December 2013).  

22. G. Zyberi, ‘The Applicability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Peace Miss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Aurel Sar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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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ses A. Wessel (eds.), Human Rights in EU Crisis Management Operations: A 
Duty to Respect and to Protect?, (CLE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2/6), pp. 21-37.  

23. G. Zyberi,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ces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Long 

Transition, Yet Not Enough Justice’ (Oxford Transitional Just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March 2012). 

面向用户的科普文章 

1. Co-editor and contributor to the well-read International Law Observer blog 

covering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egal areas and issues 

(internationallawobserver.eu). 

2. Contributor to the 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 

3. Have contributed entries to the blog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EJIL: Talk. 

申请自述 

 我在地拉那大学法学院听我的国际法教授讲述科孚海峡和货币黄金案时对

国际法发生了兴趣。作为一名法律专业学生，了解到与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

有关的案例如何为国际法重要概念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很让人着迷。 

 我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有机会加深了

我的国际法知识。我的博士研究侧重于国际法院对解释和制定国际人权法和人道

主义法规则和原则的贡献。该书于 2008 年出版，受到学者、从业人员和国际法

院法官的好评。 

 多年来，我的著作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国际法院和法庭在发展国际法方

面的作用，国际责任法，保护责任，自决，各国人民和少数群体的权利，武装冲

突局势中的临时措施，环境保护，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与此同时，我在荷兰、

美国、挪威、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多所大学开发和教授国际公法、人权、国际人

道主义法、国际刑法和国际法法律写作与辩护等课程。我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的两个案件中担任辩方律师八年。2009 年，我在国际法院审理的科索沃

案中协调阿尔巴尼亚法律小组。这一经历使我近距离接触了国际法，并有机会与

许多杰出的国际法从业人员一道工作。 

 作为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会)负有促进、编纂和

逐渐发展国际法的重要任务。过去几十年来，通过其成员兢兢业业的工作和联合

国的支持，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处理了一些国际法的重要问题，包括关于国家

责任和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初稿、海洋法、外交和领事

关系法、条约法、豁免法等等。 

 除其他外，委员会目前的议程包括强制法、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危害人类罪、

环境保护、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等重要问题。这表明这一机构在编纂和逐渐发

展国际法方面在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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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将努力认真工作，以完成委员会的崇高使命。 

…… 

备忘录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提名候选人根提安·齐伯利博士参选国际法委员会保留

给东欧国家国民的 4 个委员职位。本备忘录除其他外附有齐伯利博士的简历和

他的申请自述以及奥斯陆大学挪威人权中心 Inga Bostad 博士的一封推荐信。根

提安·齐伯利博士在其国际法领域工作中，不仅在不同国家的若干顶尖大学从

事高质量学术工作，还在在重要的国际法院和法庭从事国际法实践。 

 过去 12 年来，齐伯利教授在荷兰、阿尔巴尼亚、美国、中国和挪威的若干

顶尖大学，在不同的国际法领域(包括国际公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刑法和

国际人权法)从事教学。他大量出版了有关下列问题的著作文章：国际性法院和

法庭，特别是国际法院在发展国际法方面的作用；国际责任法；保护责任理论；

自决与各国人民和少数群体的权利；武装冲突局势中的临时措施；环境保护；国

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最近，齐伯利博士为国际法协会若干研究小组和委员会澄清

国际法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问题，做出了贡献。除了教学和出

版以外，他还组织了涉及国际法不同方面的若干高级别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上作

了发言。 

 目前齐伯利博士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各种争议解决服务的政府间组织常设仲

裁法院的成员。他在 2004-2012 年期间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从事国际

法工作。2009 年，他在国际法院审理的科索沃咨询程序中担任阿尔巴尼亚法律小

组法律顾问和协调员。过去十年来，他一直向各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法律咨

询意见。 

 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国际法院和法庭对于解释和发展国际人权、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国际刑事法的规则和原则的作用和贡献。目前，他重点研究在有关全球人

类安全、共有自然资源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下社区利益的地位和保护。其他

兴趣领域包括保护责任理论的制度落实；过渡时期司法问题，重点是大规模暴行

罪的调查、起诉和赔偿。齐伯利博士利用他的广博知识，致力于发展和传播国际

法，他必定会成为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宝贵资产。 

 鉴于阿尔巴尼亚从未派代表参加国际法委员会这样的重要机构，阿尔巴尼亚

政府将高度赞赏贵国对齐伯利博士担任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的支持。 

…… 

对根提安·齐伯利博士作为阿尔巴尼亚参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的推荐信 

 我的名字是 Inga Bostad，现任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挪威人权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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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信支持我们的同事根提安·齐伯利博士作为阿尔巴尼亚参选国际法委员

会 2017-2021 年任期委员的候选人。根提安现任我们中心教务主任，过去两年来，

他一直担任我们人权理论和实践总方案的负责人。 

 根提安在其职业生涯中很好地实现了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在荷兰、

中国、美国和挪威的顶级大学工作过，也曾在重要的国际性法院执业。根提安在

国际公法领域，包括国际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法领域出版大量著作文

章。他 2008 年出版的关于国际法院对于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的解释和发展的书

赢得了蒂尔堡大学和荷兰人权研究院授予的著名的马克斯·范德尔斯图尔人权奖

二等奖。在过去几年里，齐伯利博士加入了国际法协会的多个研究小组，参加了

讨论，并为这些由世界各地国际法律专家组成的团体编写的最后报告作出了贡献。 

 根提安在 2004-2012 年期间，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

法庭)的两个重要案件中作为辩护方工作了八年。2009 年，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委

托他负责国际法院审理的科索沃案的咨询程序中阿尔巴尼亚法律小组的协调工

作。这一经历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深入了解重要的国际法院的国际法实践，并有机

会与主要的国际法律从业人员一起工作。 

 就个人而言，在过去几年中，我在工作中与他有近距离接触，我始终感觉根

提安是一个友善和乐于助人的同事。他的奉献精神和职业道德是首屈一指的。齐

伯利博士注重成果，具备出色的分析能力，能够在艰难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有力和

可靠地开展工作。 

 出于这些原因，我高兴地支持阿尔巴尼亚提议他作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或国

际法领域其他类似职位的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