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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为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在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的
基本国策之同时，中国政府尤为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与发展。
随着立法日益健全，司法不断完善，法学欣欣向荣，国家和社会已经步入现代法治的轨道，从而有力
地维护和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发展与进步。
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一系统的发展完善离不开现代法学理论的引导和推动。
因此，进一步重视法学研究，尤其是外向型、国际型法学研究，无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刑法学领
域亦然。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刑科院）是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专门从事刑事法学
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系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新型学术研究机构和研
究生培养单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

内容概要

本书以现状分析和未来展望为基本理论框架，从文化、规范和现实三个视角对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
在对中西文化的形成、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西文化的冲突决定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加入国际
刑事法院，中西文化的融合决定中国未来必将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作为孕育并诞生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法律体系，中国刑事法和国际刑事法院可以适用的法律之间
有较大差异，应当在彼此借鉴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刑事法院视角的中国刑事法的完善和中国视角的
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
中国现阶段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双方都弊大于利，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应是中国
的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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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磊，男，1979年生，河南驻马店人。
2000年、2004年、2007年分别毕业于河南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和
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讲师。
已出版个人专著1部，执行主编、主泽、副主编、参编著作10余部，在《政治与法律》、《当代法学》
、《刑法论丛》、《法制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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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现状分析第一章 文化的冲突第一节 概述一、以文化为视角研究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的必要
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使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
研究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的视角有多种，如客观现实的视角、法律规范的视角、文化的视角等等
，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构成了对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
但是，无论是客观现实的视角还是法律规范的视角，都是从较浅的层面研究两者的关系，中国与国际
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从更深刻意义上说是中国外交政策所赖以生存的中国文化与国际刑事法院所奠基
其上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暗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两者之间的暗合与趋同又决定
了中，国必然会加人国际刑事法院。
 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必要性：首先，要全面了解中国与国际刑事法
院之间的关系，明确中国为什么现阶段没有加人国际刑事法院，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将向
何处发展，除了客观现实等浅层次的原因外，必须了解较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这些原因最终决定了中
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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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现状与展望》一书是在我的同名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近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我努力对博士论文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是由于水平有限以及其他种种原因，
理想中的状态并没有达到，很多以前想要研究的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论文仍然有许多缺憾，只有在
以后的工作和研究中继续加以弥补。
博士论文的形成不仅是辛苦写作的过程，也是人生积累的过程。
完成论文已经一年有余，当时的激动心情也已渐渐平缓，思绪也慢慢清晰，也就更能平静地对论文的
形成进行反思和回忆。
于是，在素雅的灯光下，坦然地敲打键盘，坦然地整理心情，坦然地在流逝的时间中拾掇往日的片断
，并将它们连缀。
渐渐地明白无数前人曾有的感悟，人生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承担的勇气，带着感激，承担幸运和不
幸，感谢你们和他们。
25岁到28岁，我的人生是和吉林大学张旭老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老师如慈母般平和、亲切，她将我引入国际刑法学的研究领域，她将我一步步带出低落与自卑，她在
我人生最为迷茫、最为关键的时刻给了我一个光明的未来，从而改变了我的一切，我的人生也因此而
变得幸运、坚韧。
即使在我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老师也经常予以及时的鼓励与鞭策，使我屡屡不敢懈怠，努力向前。
感谢吉林大学何鹏老师、李洁老师、徐岱老师、闵春雷老师、李韧夫老师，谢谢你们为我的成长所付
出的每一滴汗水。
特别是李洁老师和徐岱老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和工作以后，两位老师对于我的学习和工作给予
了悉心支持和帮助，对于这些我都将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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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师国际刑事法文库》之《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现状与展望》一书以现状分析和未来展望为基
本理论框架，从文化、规范和现实三个视角对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
 《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现状与展望》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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