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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羅興亞武裝分子在緬甸若
開邦襲擊警崗，殺害至少十多名警
員，緬甸軍方其後報復，進攻羅興亞
人村莊，殺死約400名武裝分子，反
政府人士指許多死者為平民。羅興亞
人紛紛逃離家園，至今已有73萬名羅
興亞難民逃往鄰國孟加拉。

9月19日：昂山素姬首次就羅興亞危
機發表聲明，承諾向侵犯人權者追究
責任，但拒絕歸咎軍方。她對透過審
核機制讓流亡羅興亞人返回家園持開
放態度。

12月5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侯賽因警告，羅興亞危機可能涉及種
族滅絕，要求國際社會展開調查。

9月3日：兩名調查羅興亞屠殺的路透
社記者，遭緬甸當局指控違反國家機
密法，判囚7年，兩人於今年5月7日
獲總統特赦釋放。

9月18日：聯合國調查人員要求起訴
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及另外5名
高級將領，當中涉及種族滅絕、反人
類罪及戰爭罪行，國際刑事法院其後
宣佈展開初步調查。

2019年
7月16日：美國政府宣佈制裁敏昂萊
及另外3名高級官員，指控他們涉及
種族清洗。

11月14日：國際刑事法院通過就羅
興亞危機的指控展開全面調查，而在
3日前，西非國家岡比亞入稟聯合國
國際法院，控告緬甸政府進行種族滅
絕。

緬甸若開邦北部在2016年底發生多宗涉
及羅興亞人的衝突，軍方隨後展開大規模行
動「平亂」，導致數千名羅興亞人被殺，超
過73萬人逃亡到鄰國孟加拉，觸發嚴重人
道危機。事件令不少人對當時上台執政未夠
一年的昂山素姬大失所望，這次她不惜押上
僅餘的國際聲望，高調到海牙為軍方行動辯
護，相信一方面既是要捍衛國家利益，一方
面也是要鞏固大多數緬甸人民對她的支持，
為明年大選作準備。
以佛教徒為主的緬甸民眾，普遍認為羅

興亞人只是來自孟加拉的穆斯林非法移民，
全力支持軍方的行動，並對於今次國家被控
「種族滅絕」感到憤慨，因此自從昂山決定
親自到國際法院抗辯後，緬甸國內到處都出
現「我們支持你」的標語和廣告板。昂山領
導的全國民主聯盟過去一個月在全國組織多
場遊行，一些較為富裕的支持者甚至組團遠
赴海牙，為昂山打氣。

或借機與軍方討價還價
與國內一面倒支持相反，西方輿論幾乎

都不看好昂山此行，路透社引述兩名消息人
士稱，昂山身邊一些與國際社會接觸較密切
的親信擔心，此舉會進一步損害昂山的國際
形象。不過分析認為，昂山的看法其實與大
多數緬甸人一樣，都不認為針對羅興亞人的
行動是「種族滅絕」，國際危機組織緬甸事
務顧問霍西說：「昂山覺得自己必須盡一切
所能捍衛國家利益，駁斥緬甸大多數人民都
視為偏頗及政治性的指控。」
緬甸將於明年舉行大選，因此亦有分析

認為，昂山及其領導的民盟希望借今次事件
鞏固支持，確保民盟可以繼續執政。另一方
面，昂山也可能利用今次出庭作為與軍方討
價還價的籌碼，爭取軍方就憲法改革作出更
大讓步。

■法新社/路透社

捍衛國家利益
鞏固選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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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荷蘭海牙的聯合國司法機構國際法院

(ICJ)將於明日開庭，審理由西非小國岡比亞

代表伊斯蘭合作組織提出的，控告緬甸對穆

斯林少數族裔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滅絕」的

案件。緬甸國務資政兼外長昂山素姬將破天

荒率領律師團出庭，就指控辯護，是國際法

院創立73年來，首位親自上庭的國家領導

人。昂山強調此行是要捍衛緬甸國家利益，

不過專家則認為她的決定非常不智。

岡比亞是根據1948年《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
約》(下稱《公約》)入稟ICJ，要求法院裁定緬甸

軍方2017年起針對羅興亞人軍事行動，構成「種族滅
絕」行為，並要求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制止緬甸境內
「持續發生的種族滅絕行動」。今次聆訊預料進行3
日，法院會聽取各方陳詞，決定是否頒發臨時禁制令，
下令緬甸即時停止針對平民的軍事行動及暴力行為。

控罪明年開審 料數年方有判決
有關臨時禁制令的裁決最快會於數星期內作出，至於

緬甸的行為是否構成「種族滅絕」，ICJ則排期在明年
才開始審理，而且這類案件審訊一般需時數年。如果法
院認定緬甸對羅興亞人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將有
權下令緬甸採取補救措施及賠償羅興亞人，但最終未必
能夠落實執行。
今次案件是全球首宗針對羅興亞事件的國際法律行
動，也是一個國家就與該國無直接關係的事件，在ICJ
起訴另一個國家的罕見案例。目前除了ICJ外，總部同
樣位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ICC)也正就羅興亞事件進
行深入調查，研究緬甸當局在事件中干犯哪些罪行，以
及哪些人士應該為此負責；一個羅興亞人權組織上月也
入稟阿根廷法院，控告緬甸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滅
絕」，昂山素姬是被告之一。

定罪門檻極高 歷來僅3例
裁定一個國家干犯種族滅絕罪的門檻極高，根據《公

約》第2條的定義，種族滅絕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
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當中「蓄意」
一詞最為關鍵，必須在有足夠證據且毫無合理疑點下，
證明緬甸當局確有政策「滅絕」羅興亞人，方能入罪。
戰後全球只有3宗被國際法認定的種族滅絕事件，分別
是1970年代的紅色高棉大屠殺、1994年盧旺達大屠
殺，以及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當中只有最後
一宗是經ICJ裁定成立。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曾於2017年指控緬甸「蓄
意」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清洗」，有關調查報告預料
將成為案中主要證詞。預料昂山素姬及她率領的緬甸律
師團，將會以軍方只是清剿武裝分子為由抗辯，並以緬
甸批准《公約》時的豁免條款，挑戰ICJ對案件的管轄
權。此外，由於岡比亞並非羅興亞事件中的直接涉事
方，預料緬甸也會以緬岡兩國不存在爭端為由，要求裁
定案件不符合ICJ開庭條件。

分析指助長昂山包庇軍方論
昂山這次親征海牙引起緬甸國內及國際關注，緬甸首
都內比都前日有大型遊行，為昂山「壯行」。不過法律
學者對此卻相當有保留，荷蘭萊頓大學國際法學者羅斯
形容，昂山此舉既是前所未見，但也「非常不智」，認
為昂山雖然畢業於牛津大學，但完全沒有法律背景，
「將會迷失於法庭上」。
國際社會對於昂山是否直接參與針對羅興亞人軍事行
動仍未有定論，儘管多個國際組織已先後與她「割
席」，但不少長年支持者始終對她「疑中留情」。分析
認為，昂山如今高調到ICJ為軍方行為辯護，只會進一
步令外界確信昂山主動包庇軍方，甚至可能令她成為
ICC的調查及起訴對象。 ■綜合報道

雖然歐美國家都曾對羅興亞危機表達關注，但今次
將緬甸告上國際法院的，卻是來自西非的小國岡比
亞，這與該國司法部長坦貝杜有莫大關係。
現年46歲的坦貝杜早年在英國修讀法律，1990年
代後期回國執業，並開始從事人權工作。2003年他
加入總部設於坦桑尼亞的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
(ICTR)，參與對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的調查及起訴
工作，成功起訴多名主犯。2016年ICTR功成身退，
坦貝杜隨之回國，適逢執政多年的總統賈梅在大選中
落敗並流亡海外，新總統巴羅遂邀請坦貝杜加入政
府，出任司法部長。

司法部長：興訴非單為穆斯林
羅興亞危機發生後，立即勾起坦貝杜對盧旺達大屠

殺起訴工作的回憶。去年5月，由全球57個伊斯蘭國
家組成的伊斯蘭合作組織(OIC)在孟加拉召開年度大
會，坦貝杜臨時代替岡比亞外長出席，跟其他與會代
表一同視察接壤緬甸邊境的羅興亞難民營，聽取營內
羅興亞人對緬甸軍方的控訴，坦貝杜形容：「每一個
故事都帶有種族滅絕的印記。」
坦貝杜隨即動議在OIC成立委員會，調查羅興亞
人所受的虐待，今年更成功說服OIC所有成員國同
意入稟國際法院起訴緬甸。將會率團出庭與昂山素姬
對陣的坦貝杜坦言，今次審訊得以進行，有賴於伊斯
蘭世界的團結，但強調此舉不單是為了穆斯林，而是
為了全人類。對於昂山決定親自出庭，坦貝杜表示歡
迎，認為這反映緬甸方面認真看待事件。

■路透社

西非小國牽頭入稟
獲伊斯蘭世界力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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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院 VS國際刑事法院

國際法院(ICJ)及國際刑事法院(ICC)這兩
大常設國際司法機構，已經分別就羅興亞
危機展開審訊及調查，兩家法院雖然名稱
相似，但無論是組織架構、運作方式、管
轄範圍及審訊對象都不同。

國際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總部：荷蘭海牙
設立依據：根據《聯合國憲章》成立，聯合國

六大主要機構之一及最主要司法機
關，為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民事司
法裁判機構

設立時間：1945年(1946年正式運作)
管轄範圍：聯合國全體193個成員國
職責：就成員國間國際法爭議作出有法律約束

力的仲裁，例如領土爭端，同時可以就
成員國違反聯合國條約作出裁決；聯合
國下轄機構也可就法律問題向法院尋求
諮詢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法院沒有刑事管轄
權，因此無法審判個人

國際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總部：荷蘭海牙
設立依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設立時間：2002年(2003年正式運作)
管轄範圍：《規約》成員國，目前為123個
職責：對犯有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

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法
院檢察官有權進行獨自調查，與國際法
院相反，國際刑事法院只審判個人或組
織，無法對國家進行審判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認為侵略罪的認定應
是安理會的專屬權利 法新社

■昂山素姬在國內仍深受支持。 網上圖片

■■昂山素姬昨日率團出發昂山素姬昨日率團出發
前往海牙法院前往海牙法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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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興亞人被指遭緬羅興亞人被指遭緬
甸軍方迫害甸軍方迫害，，觸發人觸發人
道危機道危機。。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