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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

前領導人們呼籲建立反貪腐法庭以解決普丁等問題

42 位前總統和總理已將他們的簽名添加到一個不斷增長的名單中，這份名單上

的人員要求建立一個國際反貪腐法院（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urt, IACC），

並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因詐欺而造成新冠病毒資金損失，作為權貴貪腐（grand 
corruption）的負面效果例證。

根據非營利組織國際誠信倡議（Integrity Initiatives International）及馬德里俱樂部

（Club de Madrid）週三發布的公告，簽署聲明的政要包括阿根廷、英國、加拿大、荷蘭、

紐西蘭、墨西哥、秘魯、韓國、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前領導人。2007
年至 2012 年期間擔任斯洛維尼亞總統、現任馬德里俱樂部主席（前當選世界領導人的

論壇），達尼洛．特克（Danilo Turk）表示，「權貴貪腐（指國家領導人濫用公職謀取

私利）具有全球規模，無法僅靠受影響的國家來對抗」。儘管成立反貪腐法院的提議是

在十年前首次提出，但一些簽署者現在正明確地將「可能成立的法院」與「西方國家日

益增長的憤怒」聯繫起來，這些憤怒是被入侵烏克蘭前俄羅斯骯髒資金所激起的。

【司法常識】

《全球觀點─國際重要廉政訊息摘要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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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是呼籲該法院的前世界領導人之一，他今

年為倫敦時報撰文稱，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需要被繩之以法，

不僅是因為烏克蘭的戰爭，而且是「30 年的欺騙和貪腐」。布朗和其他人已將他們的

名字添加到一份聲明中，其中包括來自超過 75 個國家的 250 多位知名人士。加拿大和

荷蘭的現任政府已將建立該法院作為其官方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將該法院的建立作為一

個重要的國際問題來推動。

荷蘭外交部長沃普克．胡克斯特拉（Wopke Hoekstra）在 4 月份的歐盟外長會議上

表示：「公職人員的腐敗不僅僅是財務問題；它還破壞了一個國家的民主和法治，並加

劇了其人民之間的不平等。」而胡克斯特拉也強調，擁有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荷蘭只有

在許多其他國家的支持下才能建立反貪腐法院—這一支持程度還沒達到保證的程度。

雖然沒有前美國總統簽署該聲明，但它首先由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總

統任命的美國地區法官，馬克．沃爾夫（Mark L.Wolf）提出，他創立了國際誠信倡議

組織。美國是許多秘密避稅天堂的所在地，被認為是國際貪腐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眾議

員傑基．斯貝爾（Jackie Speier）和吉姆．麥克高文（JimMcGovern）提出了一項法案，

在 2020 年呼籲美國通過支持國際反貪腐法院的發展以對抗世界各地的盜賊統治。然而，

由於缺乏支持，這種勢頭很快就消失了。

長期以來，美國與國際刑事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關係令

人擔憂，美國的反對人士批評，他們對主權感到憂慮，並擔心美國人可能成為起訴的目

標。國會從未批准設立該國際刑事法院，2002 年《羅馬規約》，儘管它已由比爾．克

林頓（Bill Clinton）總統簽署，這使美國與該法院的 123 位支持者產生了分歧。

在國際刑事法院於 2019 年開始對阿富汗可能發生的戰爭罪行展開調查（這是國際

刑事法院首次可能涉及美軍的調查）後，川普政府制裁了包括當時的檢察官法圖．本蘇

達（Fatou Bensouda）在內的各層級法院官員（拜登政府去年放棄了制裁）。國際刑事

法院在非洲也聲名狼藉，因為它提起的許多案件都是針對現任或前任非洲領導人的一部

分原因是很難對更強大的國家提起訴訟。不過，對烏克蘭的入侵可能會導致曾經持懷疑

態度的國家對國際正義產生新的看法。參議員林賽．葛瑞姆（Lindsey O. Graham）於 3
月發起了一項兩黨決議，呼籲美國向國際刑事法院請願，以授權任何和所有「在弗拉基

米爾．普丁總統的指示下，他們的代理人和軍事指揮官，就俄羅斯武裝部隊犯下的戰爭

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調查。」

入侵還導致西方國家採取了新的反貪腐舉措，這些國家曾以俄羅斯可疑資金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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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聞名。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 2 月份表示：「倫敦的寡頭們

將無處可藏。」雖然許多被指控貪污的俄羅斯人已經在英國首都躲藏了幾十年。

儘管已有 189 國加入 2003 年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但該條約只要求各國將反

貪腐制定為刑事犯罪的國內法。雖然許多國家都有這樣做，但此類法律常常沒有得到完

善的執行，而現代金融體系的廣泛國際性質使貪腐成為一個國際問題。簽署支持成立該

法院的聲明指出：「竊盜統治者得以逍遙法外，因為他們控制著所統治的國家的司法行

政。」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 廉政活動 / 國際重要廉政訊息 /111 年 5 月國際重要廉政

訊息

原文摘自：2022.5.25/The Washington Post（華盛頓郵報）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5/25/international-anti-

corruption-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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