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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弥补我国关于国际刑法研究的缺陷和空白，借鉴国外研究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的成果和经验，并
对我国的国际刑法实践、教学和研究提供有意义的理论指导，《国际刑事实体法原论(21世纪法学系列
教材)》由王新所著，拟采取跨学科、比较研究、案例实证分析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依据大量的数
据和资料，基于国际刑法一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国际刑法的渊源和价值
评判等一般理论，并结合具体的典型案例，拟从国际刑法的渊源和价值评判、国际刑法体系、国际刑
法一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具体的国际犯罪个罪、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和
实践、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对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等问题予以详细、系统和创新性的研究，特
别拟对具体的国际犯罪个罪的构成、认定、处罚以及国际刑法中比较棘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和实
践、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我国对国际刑法应持有的态度、我国刑事立法在坚持国家主权的立场下该
如何与国际刑法接轨、如何惩治和预防国际犯罪等关键和现实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若干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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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男，1966年7月出生，江苏镇江人。
1986年、1992年和1995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在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获得法学硕士(LL．M．)学位。
1995年至今，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昌平区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国际刑法、金融犯罪。
独著《金融刑法导论》、《金融诈骗及对策》，主编《基层检察实践探究》，参著《案例刑法学》、
《中国刑法论》、《刑法学概论》、《金融犯罪研究》等，合译《犯罪学》(加罗法洛著)，在《中外
法学》、《政法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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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国际刑法的历史演进脉络
1．1萌芽期：以海盗罪和战争罪为肇始
1．2前期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审判
1．3诞生：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1．4低迷期：国际刑事审判活动的缺失
1．5复兴：联合国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
1．5．1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1．5．2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1．5．3两个联合国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的意义
1．6里程碑：《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
1．6．1“起步”期(1947年—1949年)
1．6．2两个机构双轨并行的起草期(1950年—1954年)
1．6．3被“捆绑”的搁置期(1955年—1989年)：“冷战”下的必然
1．6．4被“拾起”的时期(1989年—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的三个稿本
1．6．5“冲刺”期(1994年—1998年)：两个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1．6．6“撞线”期(1998年6月—7月)：罗马外交会议
第2章国际刑法的渊源和特征
2．1国际刑法的渊源
2．1．1递进式法律渊源的底蕴考察：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2．1．2有约束力的国际刑法渊源
2．1．3说服力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渊源
2．2国际刑法的特征
2．2．1国际法与国内刑事法的集结性
2．2．2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一体化
2．2．3调整国际刑事法律关系
2．3国际刑法的价值取向
第3章国际刑法的体系性位置
3．1共识的立场：国际刑法的客观存在性
3．2附属说：“门户”之争
第6章国际犯罪概述
6．1国际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6．1．1定义扫描：界定国际犯罪概念的范式
6．1．2综述：国际犯罪的特征
6．2国际犯罪的类型学划分
6．2．1分类对象的选取：国际犯罪的范围之争
6．2．2基态的厘清：划分国际犯罪的标准以及组合类别
6．3国际核心罪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罪行
6．3．1国际核心罪行的妥协性筛定
6．3．2题域的界分：国际核心罪行与国际犯罪之关系
第7章灭绝种族罪
7．1灭绝种族罪的国际立法进程
7．1．1语义阐释和源起
7．1．2蓝本：《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7．1．3再现：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7．1．4争议中的沿袭：《罗马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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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里程碑式的国际审判：阿卡耶苏案
7．2．1案件概览
7．2．2界定：受保护团体
7．2．3诠释：客观和主观构成要素
7．3灭绝种族罪的构成要件
7．3．1犯罪对象：四类特定的受保护团体
7．3．2危害行为：五种类型
7．3．3危害心理：特殊故意
第8章危害人类罪
8．1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历史脉络
8．1．1追溯危害人类罪
8．1．2审判先河：纽伦堡和东京审判
8．1．3承袭和发展：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8．1．4争议中的继续拓展：《罗马规约》
8．2危害人类罪的一般构成要件
8．2．1攻击对象：任何平民人口
8．2．2攻击：与政策的关联性
8．2．3攻击的选择性要件：广泛性或者有系统性
8．2．4心理要件：明知攻击行为的广泛背景
8．3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态样
8．3．1谋杀
8．3．2灭绝
8．3．3奴役
8．3．4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
8．3．5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
8．3．6酷刑
8．3．7性暴力行为
8．3．8迫害
8．3．9强迫人员失踪
8．3．10种族隔离罪
8．3．11其他不人道行为
第9章战争罪
9．1惩治战争罪的国际历程
9．1．1国际法中惩治战争罪的法律体系
9．1．2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惩治战争罪的实践
9．1．3适用和突破：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9．1．4《罗马规约》关于战争罪的繁缛规定
9．2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形态(一)
9．2．1故意杀害
9．2．2酷刑、不人道待遇和生物学实验
9．2．3故意造成重大痛苦
9．2．4破坏和侵占财产
9．2．5强迫在敌方部队中服役
9．2．6剥夺公允审判的权利
9．2．7非法驱逐出境、迁徙或非法禁闭
9．2．8劫持人质
9．3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形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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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指令攻击平民
9．3．2指令攻击民用物体
9．3．3指令攻击与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人员和物体
9．3．4攻击造成过分的附带伤亡或破坏
9．3．5攻击不设防地方
9．3．6杀伤失去战斗力的人员
9．3．7不当使用旗帜、制服或特殊标志
9．3．8驱逐或迁移平民人口
9．3．9指令攻击受保护物体
9．3．10残伤肢体、非法医学或科学实验
9．3．11背信弃义的杀伤
9．3．12宣告决不纳降
9．3．13摧毁或没收敌方财产
9．3．14剥夺敌方国民的权利和诉讼权
9．3．15强迫参加军事行动
9．3．16抢劫城镇或地方
9．3．17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
9．3．18使用违禁气体、液体、物质或器件
9．3．19使用违禁子弹
9．3．20使用其他违禁的武器、射弹、装备或战争方法
9．3．21损害个人尊严
9．3．22性暴力
9．3．23利用被保护人作为掩护
9．3．24指令攻击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的物体和人员
9．3．25以断绝粮食作为战争方法
9．3．26征募或利用儿童
9．4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形态(一)
9．4．1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
9．4．2损害个人尊严
9．4．3劫持人质
9．4．4未经正当程序径行判刑或处决
9．5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形态(二)
9．5．1指令攻击平民
9．5．2指令攻击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的物体或人员
9．5．3指令攻击与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人员或物体
9．5．4指令攻击受保护物体
9．5．5抢劫城镇或地方
9．5．6性暴力
9．5．7征募或利用儿童
9．5．8下令迁移平民
9．5．9背信弃义的杀伤
9．5．10宣告决不纳降
9．5．11残伤肢体、非法医学或科学实验
9．5．12摧毁或没收敌方财产
参考文献
附录1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附录2犯罪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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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国际刑法的渊源和特征　　2.1  国际刑法的渊源　　回溯国际刑法演进的历史，国际刑法实
质上是适应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需求和共识而形成，又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条约、习惯国际
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等方式确立的有效国际刑事法律规范。
从一定意义上说，回溯国际刑法演进的历史，就是考察国际社会通过何种方式确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刑法规范之过程，或者考察国际刑法的原则和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概而言之，这实际上是国际刑法的渊源所论及的问题。
　　2.1.1 递进式法律渊源的底蕴考察：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法律渊源是个多义词，可以从不同角度
来理解。
若界定的标准不同，则依此划分的形式和结论就会存在差异。
在法理学上，法律的渊源一般是指效力渊源，即根据法的效力来源而划分法的不同形式。
效力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约束力的法律渊源；另一种是说服力意义上的法律
渊源，即虽无约束力但有参考作用的法律渊源。
此外，还可以对法律渊源作出其他的分类和解释。
例如，形式意义的法律渊源是指法律取得法律理论和效力的来源；相对应的，实质意义的法律渊源是
指法律取得真实而非效力的渊源。
　　在国际法上，一般认为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有两个：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尽管1945年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了国际法院审理案件时所应适用的
法律，并没有提及国际法的渊源，但它是对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说明。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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