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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72 

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 
 

 

 

  2016年 11月 18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就俄罗斯联邦决定不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缔约国发表的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2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代理常驻代表 

彼得·伊利乔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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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18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信的附件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声明 
 

 2016 年 11 月 16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关于决定不成为《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的法令。有关通知将在不久后送交保存人。 

 俄罗斯一贯主张起诉那些对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负有责任者。我国在设立纽伦

堡和东京法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拟订了为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

战争罪等严重国际罪行提供了基础的那些文件。正是因为这些原则理由，俄罗斯

投票赞成通过《罗马规约》并于 2000 年 9 月 13 日签署了该文件。 

 国际社会在共同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目前的冲突并防止爆发新的

紧张局势的背景下，对作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手段的国际刑事法院(第一个常

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曾寄予厚望。 

 令人遗憾的是，该法院未能满足人们寄予的期望，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独立、

权威性的国际法庭。关键是，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等一些论坛上，有人将

该法院调查其接手的案件的工作描述为效果不佳，且有片面性。很能说明问题的

是，该法院 14 年的运作花费了超过 10 亿美元，仅通过了四项判决。 

 在此情形下，非洲联盟决定，开启一条途径，让非洲国家协调退出《罗马规

约》，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参加国已经开始此类进程了。 

 俄罗斯联邦不能不被国际刑事法院对 2008 年 8 月事件的反应所震惊。萨卡

什维利政权对和平的茨欣瓦利发动袭击，并屠杀俄罗斯维和人员，却招致该法院

对南奥塞梯民兵成员和俄罗斯士兵的指控。对格鲁吉亚官员的行动和命令的最终

调查明确留给格鲁吉亚司法部门酌处，并一直在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重点

关注之外。事态的这一发展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难以想象在这一局势中相信国际

刑事法院。 

 俄罗斯联邦决定不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换句话说，撤

回其对《规约》的签字，会带来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法律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