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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2019 年，安理会举行了两次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

国际处理机制工作有关的会议。541 这两次会议采取辩

论形式，安理会 2019 年在该项目下没有通过任何决

定。542 下表列有与会者和发言者等更多会议信息。 

 2019 年 7 月 17 日，安理会听取了余留机制主席

及该机制检察官的第一次半年度通报会，543 会上他

们介绍了根据安理会第 1966(2010)号决议第 16 段提

交的余留机制工作进展报告。544 在会议上，余留机

制主席和检察官均强调了卡拉季奇案和姆拉迪奇案

的积极动向，并强调他们致力于高效、及时地结束余

留机制在阿鲁沙和海牙的两个分支机构的司法程序。

主席还反思了他在管理定罪后事项方面的作用，如执

行判决和保护被拘留者的权利，他指出，这些事项得

到的重视较少。检察官强调了他的办公室在国家合作

包括搜寻跨国逃犯方面面临的挑战。他还对持续出现

否认灭绝种族和美化战犯的趋势表示关切。安理会讨

论了余留机制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取得的进展。几位发

言者强调了检察官诉拉多万·卡拉季奇案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在海牙结案。545 一些安理会成员还表示支

持余留机制主席及其检察官承诺根据第 2422(2018)

号决议第 10 段所载建议，更好地审查提前释放被定

–––––––––––– 

 541 安理会在 2018 年 2 月 2 日安理会主席的说明(S/2018/90)

中商定，与第 1966(2010)号决议所设刑事法庭余留事项

国际处理机制有关的问题将在题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

国际处理机制”的项目下审议，因此在该项目下，安理

会还会审议题为“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

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

庭”和“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

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

庭”的项目的有关问题。关于法庭任务的更多信息，见

第九部分，第四节。 

 542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543 见 S/PV.8576。 

 544 见 S/2019/417，附件。 

 545 见 S/PV.8576 (法国、科威特、美国、比利时、联合王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克罗地亚)。 

罪者的请求。546 关于执行余留机制任务所面临的挑

战，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敦促各国加强与余留机制的合

作，特别是如第 1966(2010)号决议第 10 段和第

2422(2018)号决议第 4 段所述，加强在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其余 8 名涉嫌在逃罪犯方面的合

作。547 一些安理会成员呼应检察官的意见，对继续

否认战争罪和灭绝种族以及美化战犯表示关切。548 

 2019 年 12 月 11 日，安理会听取了余留机制主

席及该机制检察官的第二次半年度通报。549 在会议

上，主席和检察官介绍了阿鲁沙和海牙司法活动主要

动态的最新情况，并重申他们致力于遵守最后期限，

以便在 2020 年底前完结余留机制的大部分司法案

件。他们还着重指出，会员国需要在执行判决、搜寻

和逮捕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其余 8 名逃

犯、为被法庭宣判无罪或释放的 9 人找到永久解决办

法以及为余留机制预算需求提供支持方面加强合作。

安理会成员欢迎该机制为遵守最后期限而作出的努

力，以及本文件所述期间该机制在最佳做法方面取得

的总体进展。确切地说，安理会成员赞扬主席按照此

前内部监督事务厅建议 550 并在第 2422(2018)号决议

第 8 段中重申的意见，努力统一两个分支机构的做法

和程序，进一步提高余留机制工作方法的效率和透明

度。一些安理会成员继续欢迎主席在针对提早释放被

定罪者的请求作出决定方面所循做法的变更，并欢迎

《关于就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或余留机制定罪人员的赦免、减刑和提前

释放申请作出决定的流程的程序指示》得到更新。551 

–––––––––––– 

 546 同上，(秘鲁、科特迪瓦、法国、波兰、科威特、美国、

比利时、中国和赤道几内亚)。 

 547 同上，(科特迪瓦、法国、印度尼西亚、波兰、德国、科

威特、美国、比利时、联合王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赤

道几内亚)。 

 548 同上，(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联合王国)。 

 549 见 S/PV.8681。 

 550 见 S/2018/206。 

 551 见 S/PV.8681(中国、法国、比利时、科特迪瓦和赤道几

内亚)。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s://undocs.org/ch/S/RES/2422(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22(2018)
https://undocs.org/ch/S/2018/90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s://undocs.org/ch/S/PV.8576
https://undocs.org/ch/S/2019/417
https://undocs.org/ch/S/PV.8576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s://undocs.org/ch/S/RES/2422(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2422(2018)
https://undocs.org/ch/S/PV.8681
https://undocs.org/ch/S/2018/206
https://undocs.org/ch/S/PV.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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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对这方面尚未制定允许受害人

和受影响国家或社区参与的具体条例表示关切。大多

数安理会成员继续呼吁会员国加强与该机制的合作

和援助，包括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政治支持，确保该机

制取得成功。一些发言者特别呼吁改进前南斯拉夫各

国在寻找和逮捕战争罪行为人以及在国家法院审理

案件方面的司法合作。552 在这方面，发言者继续对

–––––––––––– 

 552 同上，(波兰、比利时、联合王国和科特迪瓦)。 

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否认战争罪和历史修正主义死

灰复燃感到遗憾。553 

 此外，在本文件所述期间，安理会表示注意到

秘书长打算任命已提名的法官，填补因余留机制两名

法官辞职而出现的空缺。554 

–––––––––––– 

 553 同上，(波兰、法国、比利时、联合王国和美国)。 

 554 见 S/2019/107、S/2019/108、S/2019/999 和 S/2019/1000。

关于安理会对余留机制法官采取的行动的更多信息，见

第四部分，第一.D 节，以及第九部分，第四节。 

会议：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会议记录和日期 分项目 其他文件 

根据规则第 37 条

发出的邀请 

根据规则第 39 条

发出的邀请及 

其他邀请 发言者 

决定和表决 

(赞成-反对-弃权) 

       
S/PV.8576 

2019 年 7 月 17 日 

2019 年 5 月 20

日刑事法庭余

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S/2019/417)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罗

地亚、卢旺达、

塞尔维亚 

余留机制主席、

该机制检察官 

安理会全体成员、

所有受邀者 a 

 

S/PV.8681 

2019年 12月 11日 

秘书长关于刑

事法庭余留事

项国际处理机

制的说明 

(S/2019/622) 

2019 年 11 月 18

日余留机制主

席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S/2019/888)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 

余留机制主席、

该机制检察官 

安理会全体成员、

所有受邀者 b 

 

 a 克罗地亚由政治事务国务秘书代表出席，塞尔维亚由其司法部长代表出席。 

 b 塞尔维亚由其助理司法部长代表出席。 

28.  儿童与武装冲突 

 2019 年，安理会就题为“儿童与武装冲突”的

项目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采取公开辩论的形式。555 

–––––––––––– 

 555 关于会议形式的更多信息，见第二部分，第一节。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理会没有在本项目下通过任何

决定。下表列有更多会议信息，包括与会者和发言者。 

https://undocs.org/ch/S/2019/107
https://undocs.org/ch/S/2019/108
https://undocs.org/ch/S/2019/999
https://undocs.org/ch/S/2019/1000
https://undocs.org/ch/S/PV.8576
https://undocs.org/ch/S/2019/417
https://undocs.org/ch/S/PV.8681
https://undocs.org/ch/S/2019/622
https://undocs.org/ch/S/2019/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