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国际刑事法  

 

一、课程编码：XXX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学科专业： 刑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 

三、先修课程：刑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升学

生们的国际刑事法律素养以及运用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诉讼法分析解决国际刑事法律问题

的能力。 

五、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讨论、案例分析。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国际刑事法概述                                4 课时 

1.1 国际刑法 

1.2 国际刑事诉讼法 

1.3 国际刑事审判的历史发展 

2. 基本原则                                      4 课时 

2.1 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 

2.2 国际刑事法的基本原则 

3. 国际犯罪的分类                                2 课时 

3.1 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 
3.2 恐怖暴力犯罪 
3.3 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 
3.4 危害人类社会和文化利益的犯罪 

4.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类别                              2课时 
 4.1 特设国际刑事诉讼机构  
 4.2 国际与国内混合型刑事诉讼机构  
 4.3 常设国际刑事法院  
5. 国际刑事诉讼机构的管辖权                          4课时 
  5.1 管辖范围  
  5.2 管辖原则的基本类型  
  5.3 所辖的国际罪行   
6. 自然人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4课时 
  6.1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理念的演变与发展  
  6.2 官方身份不免责  
  6.3 上级指挥官责任  
  6.4 “执行命令不免责”原则  
  6.5 共同犯罪团伙  
 7．国际司法公正程序的基本制度                      4课时 
  7.1 “控审分离”与独立原则  
  7.2法官公正与公平的保障措施  
 8. 被告及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4课时 



   8.1 程序正义与“无罪推定”原则  
   8.2 被告的基本权利  
   8.3 享有律师帮助权  
   8.4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9. 国际刑事诉讼基本程序                             4课时 

 9.1 审判前程序 
 9.2 审判程序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课堂讨论与结课论文相结合。具体分为：课堂讨论成绩 40％，结课论文成绩 60％，其

中结课论文字数不得少于 5000 字，参考文献不得少于 20 个。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1.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朱文奇.国际刑事诉讼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史立梅.国际刑事司法中的程序与正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3. 
4.王秀梅.国际刑法学研究述评（1978-2008）[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刘世光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宋健强.国际刑事法院“三造诉讼“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于南.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裁量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8.杨柳.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 

9.朱文奇.国际刑事法院与中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0.[德]韦勒.国际刑法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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