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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法治发展&履行维护和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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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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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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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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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订于旧金山

的,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指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议定本联合国宪章&并设立国际组织&定名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的用语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联

合国的设立是为了防止#战争$祸害人类(如何防止#战争$祸害人类&就是要确立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的法治(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法治原则和国际合作机制(联合国宪章明确指出!

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国际法

治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宪章为联合国确立的核心使命(

要有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就要对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犯罪者进行制裁(在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后&战胜的同盟国展开对战争始作俑者的战争罪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越#胜者为王&败者

为寇$一贯逻辑&共同采取法律手段&通过司法途径对战争罪进行正义审判(除了同盟国联合组成的纽

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外&同盟国还组织了
/"""

多场国内的审判&包括在战争

发生地国内'占领德国和日本的同盟国在各自占领区的审判'同盟国远征军在国外战场所在地进行的审

判&和同盟国在其殖民地附属国领土进行的审判(这些审判历久弥新&值得我们在推进国际法治的进程

中认真研究(例如&美国军事委员会在#山下奉文$案中确立的指挥官责任原则'英国军事法庭在#艾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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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立的犯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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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同盟国根据管制委

员会十号法令对德国企业主的审判&对今天国际公约和国际实践中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和法人犯罪责

任具有不应忽略的影响(张颖军和宋杰的论文对上述这些审判进行研究和分析&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

梳理出法治发展的轨迹&并将这些审判中蕴含的法治原则清晰地展现出来(邵沙平的论文从历史和现

实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国际法治的发展对跨国公司的治理责任和犯罪责任的影响(上述三篇论文在研

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均就解决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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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

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明确指出&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习

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

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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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年会&李克强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讲话(在讲话中&李克强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推进国际法治是人心所向(世界要和平&亚非要进步&各国要发

展&都离不开法治和秩序(新形势下&亚非各国应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共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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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专栏的三篇稿件的共同点在于宣传和推进国

际法治&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中国的核心利益(三位作者在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跨国公司犯罪的法律控制问题研究$等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国际法治和

中国法治的认识(这三篇论文分别以宏观'战略的角度&梳理'归纳的手段&对比'审视的眼光&从点'线'

面三种不同视角对同一主题进行了风格各异的论述(作为研究国际法的中国学者&探讨在当今纷繁复

杂的大环境下&如何推进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治&如何推进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之间的良性互

动&是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1"

周年&纪念联合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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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的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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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地址!邵沙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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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联合国宪章.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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