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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断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
且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
俯拾即是。
而翻开古今中外东西各民族的历史，完全摒弃法律制度而能够保持国家昌隆、社会繁荣进步的例子，
却是绝难寻觅。
盖因在摆脱了原始和蒙昧以后，人类社会开始以一种“重力加速度”飞速发展，人的心智日渐开放，
人们的利益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
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而在建立和维持一定秩序的各种可选择方案（暴力的、伦理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中，制定一套法律
制度，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实施、推行，无疑是一种最为简洁明快，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成果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嬗变演进
，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逐渐成为维持一定社会秩序、支撑社会架构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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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截止到2008年7月，在苏里南(Surinam)批准加入《罗马规约》以后，世界上已有107个国家批准加入了
国际刑事法院。
由于它对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国际罪行具有管辖权，而且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有审判权，所以，国
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及运作，对国际刑法的发展，对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都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
    国际刑事法院隶属于国际刑法，成立国际刑事法院是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
从逻辑上讲，“国际刑法”是研究国际社会中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的一门学科。
国际社会在发展。
国际关系体系中权力结构变化，自然会引起国际法原则的相应改变；但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一旦确立，
它们反过来会对国际关系体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对传统国际法规则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构建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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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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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际刑法是由国际法与国内法所组成的，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
国际条约是各国自愿、共同制定的法律规范，为了避免因本国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相冲突而承担国际责
任，为了维护自己真诚履行国际义务的国际形象，为了表明自己是负责任的，一个国家有必要使本国
的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
　　一、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方式　　国际刑法属于国际法的一部分，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
如果从法律方面来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但隶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
尽管如此，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仍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因为国际法与国内法都是国家
意志的反映。
　　因此，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要考虑到国际法上的规定，国际法在制定时也要考虑到各国国内法的
立场。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国内法是国家制定的，国际法是各国参与制定的，国家负有
使本国的国内法与国际义务相一致的一般性义务，当本国批准或加入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
，应当首先履行国际法所确立的义务，然后再考虑适用国内法。
如果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相抵触而不能遵守国际义务，就会产生国家责任问题。
所以，世界各国的国内立法还将对国际刑事法律规范中有关国际犯罪规定的发展与完善起着促进作用
。
各国国内法在某些问题上的趋同，将有助于有关惩治前述国际犯罪的国际条约的起草和通过，也有助
于有关惩治前述国际犯罪的国际习惯的形成，从而促进国际刑事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
　　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问题，主要是指国际条约能否直接在国内适用，如果国际法与国内法
规则发生冲突，各国又应如何处理。
　　中国一贯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真诚地履行自己所缔结或参加的条约义务。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国际条约在各国国内的适用方式大致有转化、采纳和混合方式这三种。
关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在法律上作出统一的规定，我国宪法也没有像
前述国家一样明文规定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的方式，但是规定了缔结条约的程序。
　　我国有些法律明确规定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即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予以直接适用。
如《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民事诉讼法》第189条，《行政诉讼法》、《邮政法》、《环境保护
法》中的一些条款，等等。
这些部门法不仅规定直接适用国际条约，而且还明确规定，有关国内法与条约发生冲突时，条约在国
内适用中处于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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