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条约集》第 189 号 

 

《〈网络犯罪公约〉关于宣告利用计算机系统犯下 

的种族主义或仇外行为为犯罪行为的附加议定书》 

 
2003 年 1 月 28 日，斯特拉斯堡 

 

 2001 年 11 月 23 日在布达佩斯开放供签署的《网络犯罪公约》的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及其他

缔约国，称签署国： 

  考虑到欧洲委员会的目标是实现其成员国之间更大的团结； 

  忆及人人生而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律平等； 

  强调必须确保充分有效地落实欧洲和其他国际文书所载的各项人权，不得有任何歧视

或区别； 

  深信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的行为构成对人权的侵犯和对法治和民主稳定的威胁； 

  考虑到国内法和国际法需要对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的宣传采取

适当的法律应对； 

  意识到国家立法通常将这种行为的宣传定为犯罪； 

  考虑到《网络犯罪公约》提供了现代和灵活的国际合作手段，确信有必要协调统一有

关打击种族主义和仇外宣传的实体法规定； 

  意识到计算机系统为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言论和通信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 

     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 

  关切误用或滥用这类计算机系统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宣传的危险； 

  铭记需要在言论自由与有效打击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的行为之间确保恰当的平衡； 

  认识到本议定书无意影响各国法律体系中有关言论自由的既定原则； 

  考虑到这一领域的有关国际法律文书，特别是《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及其关于

普遍禁止歧视的第 12 号议定书，欧洲委员会关于刑事领域合作的现有公约，特别是《网络

犯罪公约》，1965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欧盟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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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洲联盟条约》K.3 条于 1996 年 7 月 15 日通过的关于采取行动打击种族主义和仇外

心理的欧洲联盟联合行动； 

  欢迎最近在进一步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和种族主义以及仇外行为方面出现的国际理解与

合作方面的事态发展； 

  考虑到欧洲委员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第二次首脑会议(1997年 10月 10日至 11日，

斯特拉斯堡)上通过的行动计划，以寻求在欧洲委员会的标准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对新技术的

发展作出共同应对； 

 兹议定如下： 

 

 第一章 共同条款 

第 1 条 目的 

  本议定书的目的是在议定书缔约国之间补充 2001 年 11 月 23 日在布达佩斯开放供签署

的《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施的种族主义和仇外

性质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规定。 

 

第 2 条 定义 

 1 在本议定书中： 

   “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是指鼓吹、宣扬或煽动基于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或族裔出

身，以及宗教(作为上述任何因素的借口)而针对任何个人或群体的仇恨、歧视或暴力的任

何书面材料、任何图像或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论表述。 

 2 对本议定书中使用的术语和表述的解释方式应与《公约》下的解释方式相同。 

 

 第二章 国家一级应采取的措施 

第 3 条 通过计算机系统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 

 1 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故意和无权实施的下列

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通过计算机系统向公众散发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种族主义和仇外内容。 

 2 如果第 2 条第 1 款定义的材料鼓吹、宣扬或煽动的歧视与仇恨或暴力无关，缔约国可

以保留不对本条第 1 款定义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但须有其他有效的补救措施。 

 3 尽管有本条第 2 款的规定，缔约国可以保留不对那些由于国家法律制度中有关言论自

由的既定原则而无法提供上述第 2 款中提到的有效补救措施的歧视案适用第 1 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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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出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动机的威胁行为 

 1 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故意和无权实施的下列

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通过计算机系统针对下列人威胁实施其国内法界定的严重刑事犯罪：(1)因属于某一

以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或族裔出身，以及宗教(作为上述任何因素的借口)为特征的群

体的个人，或(2)具有上述任何特征的群体。 

 

第 5 条 出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动机的侮辱行为 

 1 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故意和无权实施的下列

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通过计算机系统公开侮辱：(1)因属于某一以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或族裔出身，以

及宗教(作为上述任何因素的借口)为特征的群体的个人；或(2)具有上述任何特征的群体。 

 2 缔约国可以： 

  (a) 要求本条第 1 款所述的罪行具有使第 1 款所述的个人或群体遭受仇恨、蔑视或嘲弄

的效果；或 

  (b) 保留全部或部分不适用本条第 1 款的权利。 

 

第 6 条 否认、严重淡化、认可种族灭绝罪或危害人类罪或为其辩护 

 1 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故意和无权实施的下列行

为定为刑事犯罪： 

  通过计算机系统向公众传播或以其他方式向公众提供下列材料：否认、严重淡化、认

可种族灭绝罪或危害人类罪或为其辩护，而上述罪行已由国际法界定，并得到 1945 年 8 月

8 日《伦敦协定》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或由有关国际文书设立的任何其他国际法院(其管辖

权得到该缔约国承认的)最终具有约束力的裁决的确认。 

 2 缔约国可以： 

  (a) 要求本条第 1 款所指的否认或严重淡化行为旨在基于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或族

裔出身，以及宗教(作为上述任何因素的借口)，煽动对任何个人或群体的仇恨、歧视

或暴力，或者 

  (b) 保留全部或部分不适用本条第 1 款的权利。  

 

第 7 条--协助和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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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故意和无权协助或教唆他人

实施根据本议定书确定的任何罪行，并意图实施这种罪行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第三章  《公约》与本议定书之间的关系 

第 8 条 《公约》与本议定书之间的关系 

 1 《公约》第 1、12、13、22、41、44、45 和 46 条比照适用于本议定书。 

 2 缔约国应将《公约》第 14至 21条和第 23至 35条规定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本议定书

的第 2 至 7 条。 

 

 第四章--最后条款 

第 9 条 表示同意受约束 

 1 本议定书开放供已经签署《公约》的国家签署，这些国家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表示同

意受其约束： 

  (a) 无保留地签署、批准、接受或核准；或 

  (b) 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而后再批准、接受或核准。 

 2 一国除非已经或同时交存《公约》的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否则不得在对批准、

接受或核准持有保留的情况下签署本议定书，或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 

 3 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应交存欧洲委员会秘书长。 

 

第 10 条 生效 

 1 本议定书应在五个国家根据第 9 条的规定表示同意受本议定书约束之日起三个月期满

后的下个月的首日生效。 

 2 对于其后表示同意接受议定书约束的任何国家，本议定书应在其签署之日起三个月期

满后的下个月的首日生效，不得对批准、接受或核准或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文书作

出保留。 

 

第 11 条 加入 

 1 本议定书生效后，任何已加入《公约》的国家也可加入本议定书。 

 2 加入应以向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交存加入书的方式生效，加入书应在交存之日起三个月

期满后的下个月的首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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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 保留和声明 

 1 缔约国对《公约》某一条款作出的保留和声明也应适用于本议定书，除非该缔约国在

签署时或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另有声明。 

 2 任何缔约国在签署时或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均可向欧洲委员会

秘书长发出书面通知，声明其利用本议定书第 3、5 和 6 条规定的保留。同时，对于本议定

书的规定，缔约国可利用《公约》第 22条第 2款和第 41条第 1款规定的保留，而不考虑该

缔约国在《公约》下的履行情况。不得提出任何其他保留。 

 3 任何国家在签署时或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均可向欧洲委员会秘

书长发出书面通知，声明其利用本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a)项和第 6 条第 2 款(a)项规定的要

求补充内容的可能性。 

 

第 13 条 保留的地位和撤回 

 1 根据上述第 12 条作出保留的缔约国，一旦情况允许，应尽快全部或部分撤回保留。这

种撤回应在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如果通知表明撤回保留将于其中指定

的日期生效，而该日期晚于秘书长收到通知的日期，则撤回应于该较晚日期生效。 

 2 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可定期向根据第 12 条作出一项或多项保留的缔约国询问撤回保留的

前景。 

 

第 14 条 适用领土 

 1 任何缔约国可在签署时或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具体说明本议定

书适用的一个或多个领土。 

 2 任何缔约国均可在其后任何日期，通过致欧洲委员会秘书长的声明，将本议定书的适

用范围扩大到该声明中注明的任何其他领土。对于该领土，本议定书应在秘书长收到声明

之日起三个月期满后的下个月的首日生效。 

 3 根据上述两款作出的任何声明，如涉及该声明所指明的任何领土，可通过向欧洲委员

会秘书长发出通知予以撤回。撤回应在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期满后的下个月的首

日生效。 

 

第 15 条 退约 

 1 任何缔约国均可随时以通知欧洲委员会秘书长的方式退出本议定书。 

 2 这种退约应在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期满后的下个月的首日生效。 

 

第 16 条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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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应向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参与制定本议定书的非成员国以及已加入

或已应邀加入本议定书的国家通报以下情况： 

  (a) 任何签署； 

  (b) 任何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c) 根据本议定书第 9、10 和 11 条的任何生效日期； 

  (d) 与本议定书有关的任何其他文件、通知或通信函。 

  以下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 2003年 1月 28日在斯特拉斯堡签订，以英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

效力，将存入欧洲委员会档案馆。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应向欧洲委员会各成员国、参加本议

定书制定工作的非成员国以及应邀加入本议定书的任何国家转交经过核证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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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条约集合》第 189 号 

 

《〈网络犯罪公约〉关于宣告利用计算机系统犯下的 

种族主义或仇外行为为犯罪行为的附加议定书》 

解释性报告 

2003 年 1 月 28 日，斯特拉斯堡 

 

  本解释性报告的内容，尽管性质可能有助于本议定书所载条款的适用，但并不构成对

本议定书作出权威性解释的文书。本议定书将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举行2003年届会(第一

期会议)期间，于 2003 年 1 月 28 日在斯特拉斯堡开放供签署。 

序言 

 1.自 1948 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以来，国际社会在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

和相关不容忍行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颁布了国家和国际法，并通过了一些国际人

权文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 1966 年在纽约缔结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国际公约》(《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建立一个没有种族仇恨

和偏见的世界的愿景仅部分实现。  

 2.随着技术、商业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种族歧视、仇外

心理和其他形式的不容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继续存在。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往

往是按照种族和民族划分的排斥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3.特别是互联网等国际传播网络的涌现为某些人提供了支持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现代强

大手段，并使他们能够轻松而又广泛地传播含有此类思想的言论。为了调查和起诉这些人，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网络犯罪公约》(《欧洲条约集》第 185 号)(以下简称《公约》)起草

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以灵活和现代的方式就最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相关罪行提供互助。该

议定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协调关于打击互联网上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实体刑法；

第二、加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这种协调减轻了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打击此类犯罪行为的

复杂程度。对于那些在该领域法律定义不明确的缔约国，国内法律中的相应罪行可以防止

为种族主义目的滥用计算机系统。因此，在实际处理案件时，也可以加强交流有益的共同

经验。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引渡和法律互助方面)得到促进，例如关于双重犯罪的要求。 

 4.《公约》起草委员会讨论了列入其他与内容有关的罪行的可能性，如通过计算机系统传

播种族主义宣传。然而，委员会无法就此类行为的刑事定罪达成共识。虽然有很多人支持

将其列为刑事犯罪，但一些代表团对以言论自由为由纳入这样的规定表示强烈关切。注意

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委员会决定将起草《公约》附加议定书的问题移交给欧洲犯罪问题委

员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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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议会大会在关于《公约》的第 226(2001)号意见中建议立即起草一份题为“扩大《公约》

范围，纳入新的犯罪形式”的《公约》议定书，目的是，除其他外，对传播种族主义宣传

作出界定，并将其定为刑事犯罪。 

 6.因此，部长委员会委托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特别是其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施的种族主义

和仇外性质行为定罪问题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一份附加议定书草案，这是一份开放供

《公约》缔约国签署和批准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它特别涉及以下内容： 

 (1) 将通过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具有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的行为定为犯罪的定义和要件范

围，包括通过计算机网络制作、提供、传播或以其他形式分发含有此类内容的材料或

信息； 

 (2)《网络犯罪公约》中的实质性、程序性和国际合作条款在调查和起诉《附加议定书》

确定的罪行方面的适用范围。 

 7.本议定书需要扩大《公约》的范围，包括其实质性、程序性和国际合作条款，以便将种

族主义和仇外宣传的罪行也包括在内。因此，除了协调此类行为的实体法内容外，《议定

书》还旨在提高缔约国利用《公约》在该领域规定的国际合作手段和途径的能力。 

 

对《议定书》条款的评述 

第一章 共同条款 

 第 1 条 目的 

 8.本议定书的目的是在议定书缔约国之间补充 2001 年 11 月 23 日在布达佩斯开放供签署的

《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施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性

质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规定。 

 9.本议定书的规定具有强制性。为履行这些义务，各缔约国不仅要制定适当的立法，而且

要确保其得到有效执行。 

 第 2 条 定义 

 第 1 款  “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 

 10.为打击种族主义或仇外心理，已在国际和国家一级制定了若干法律文书。本议定书的起

草者特别考虑到了：(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

公约》的第 12 号议定书(《欧洲条约集》第 177 号)；(三)欧洲理事会根据《欧洲联盟条约》

第三条 1996 年 7 月 15 日通过的欧洲联盟关于打击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联合行动；(四)反

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200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8

日，德班)；(五) 欧洲反对种族主义会议的结论(2000 年 10 月 13 日，斯特拉斯堡)；(六)欧洲

委员会反对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委员会 2000 年 8 月发表的综合研究报告(CRI(2000)27)；和

(七)欧洲委员会 2001 年 11 月关于欧洲联盟框架内反对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理事会框架决

定的建议。  

 11.《欧洲人权公约》第 10条承认言论自由的权利，其中包括持有见解以及接受和传递信息

和思想的自由。《欧洲人权公约》第 10 条不仅适用于受到欢迎或被视为无害或无所谓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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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思想，也适用于冒犯、震惊或干扰国家或任何人口阶层的信息和思想1。然而，欧洲人

权法院认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10 条第 2 款的限制，特别是当某些思想或言论侵犯

他人的权利时，国家限制言论自由权的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本议定书以国家和国际文书

为基础，确立了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言论和思想侵犯他人权利的范围。  

 12. 第 2 条所载的定义是指书面材料(如文本、书籍、杂志、声明、信息等)、图像(如图片、

照片、图画等)，或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性质的思想或理论的任何其他表现形式，其形式可

通过计算机系统存储、处理和传输。 

 13.本议定书第 2 条所载的定义是指材料内容可能导致的某些行为，而不是有关材料中所载

的情感/信仰/厌恶的表达。该定义尽可能以现有的国家和国际(联合国、欧盟)定义和文件为

基础。 

 14.该定义的要求是此类材料鼓吹、宣扬或煽动仇恨、歧视或暴力。“鼓吹”是指支持仇恨、

歧视或暴力的诉求，“宣扬”是指鼓励或推动仇恨、歧视或暴力，“煽动”是指怂恿他人仇恨、

歧视或暴力。 

 15.“暴力”一词是指非法使用武力，而“仇恨”一词是指强烈的厌恶或敌意。 

 16.在解释“歧视”一词时，应考虑到《欧洲人权公约》(第 14条和第 12号议定书)和相关的

判例法，及《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第 1 条。《欧洲人权公约》中对歧视的禁止保证了缔约

国管辖范围内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欧洲人权公约》本身对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欧

洲人权公约》第 14 条规定了各国的一般义务，作为该公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附件。在这

方面，本议定书中使用的“歧视”一词是指基于某些特征对个人或群体给予不同的不公正待

遇。欧洲人权法院在数项判决(如比利时语言案、阿卜杜勒阿齐兹案、卡瓦略案和巴尔坎达

里案的判决2中指出，“如果差别待遇‘没有客观和合理的理由’，即如果不是为了追求

‘合法的目标’，或者如果‘所采用的手段与寻求实现的目标之间比例关系缺乏合理性’，

那么它就是歧视性的”。待遇是否具有歧视性，必须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考虑。《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一条也为解释“歧视”一词提供了指南，其中“基于种族、肤

色、世系或民族或人 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

经 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 承认、享受或

行使。” 

 17.仇恨、歧视或暴力必须针对任何个人或个人群体，因为他们属于以“种族、肤色、血统

或民族或族裔以及宗教(作为上述任何因素的借口)”为特征的群体。 

 18.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理由与《欧洲人权公约》第 12 号议定书第 1条所载的理由并不完全

相同，因为后者所载的一些理由与种族主义或仇外心理的概念不同。本议定书第 2 条所载

的理由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所载的理由也不相同，因为后者处理的是

一般的“种族歧视”，而不是“种族主义”本身。一般而言，这些理由应当在既定的国内法和

国际法和实践中按照其含义加以解释。然而，其中一些需要对其在本议定书范围内的具体

含义作出进一步解释。 

 19.“血统”主要是指可以通过某些特征(如种族或肤色)辨认出来的人或群体的后裔，但不一

定所有这些特征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血统，这些人或群体可能会受到仇恨、

歧视或暴力。"血统"并不是指社会出身。 

 
1 在这方面，例如，见 1976 年 12 月 7 日对汉迪赛德案的判决，A 辑，第 24号，第 23 页，第 49 段。 

2 阿卜杜勒阿齐兹案、卡瓦略案和巴尔坎达里案，1985 年 5 月 28 日的判决，A 辑，第 94 号，第 32 页，第 62 段；比利时语言

案，1968 年 7 月 23 日的判决，A 辑，第 6 号，第 34 页，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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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应当从广义事实意义上理解“民族血统”这一概念。它可以指个人的历史，不仅涉及其祖

先的国籍或原籍，而且还涉及其本身的民族归属，无论从法律角度上看，他们是否仍然拥

有这种归属。当个人拥有一个以上国籍或无国籍时，对这一概念的广义解释旨在保护他们，

倘若他们因任何这些理由受到歧视。此外，“民族血统”的概念不仅可以指属于国际公认的

某一国家的民族血统，也可以指具有相似特征的少数民族或其他群体。 

 21“宗教”的概念经常出现在国际文书和国家立法中。该术语指的是信念和信仰。将这一术

语列入定义，有可能超出本议定书的范围。然而，宗教可能被用作借口、托辞或定义中列

举的其他因素的替代物。因此，应当在这种限制性意义上解释“宗教”。 

 第 2 款 

 22.本条通过规定《议定书》中使用的术语和表述的解释方式应与其在《公约》下的解释方

式相同，以确保对二者的解释上的统一。这意味着，本解释性报告中使用的术语和表述的

解释方式与《公约》解释性报告中此类术语和表述的解释方式相同。 

第二章 国家一级应采取的措施 

 总则 

 23.本议定书所确定的犯罪行为包含一些取自《公约》的共同要件。为清楚起见，下文列举

了《公约》解释性报告的相关段落。 

 24.所列罪行的一个特点是明确要求涉及行为是“无权”实施的。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见解，

即所述行为本身并非一向应当受到惩罚，或可能是合法或正当的，不仅在适用经典的法律

辩护理由的情况下(如同意、自卫或必要)，而且在其他原则或利益导致免除刑事责任的情

况下(如出于执法目的、学术或研究目的)。“无权”一词的含义来源于使用它的上下文。因此，

在不限制缔约国如何在其国内法中实施这一概念的情况下，它可以指未经授权(无论是立法、

政务、行政、司法、合同还是商定)而采取的行为，或者是国内法规定的既定法律辩护、借

口、理由或相关原则未涵盖的行为。因此，本议定书不影响根据合法的政府权力采取的行

为(如，缔约国政府为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国家安全或调查刑事犯罪所采取的行动)。此外，

不应将网络设计中固有的合法和常见活动，或合法和常见的经营或商业做法定为刑事犯罪。

应由缔约国决定如何在其国内法律体系中(根据刑法或其他法律)实施此类豁免。 

  25.本议定书中包含的所有罪行都必须是“故意”实施的，才能适用刑事责任。在某些情况下，

附加的特定故意要件构成犯罪的一部分。《议定书》的起草者和《公约》起草者一致认为，

“故意”的确切含义应留给各国解释。任何人如果没有必要的意图，都不能对本议定书中的

任何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例如，根据本条规定，服务供应商作为包含此类材料的网站或新

闻编辑室的渠道或宿主，如果在具体案件中并没有国内法规定的意图，则不足以追究其刑

事责任。此外，服务供应商无需为避免刑事责任而监视行为。 

 26.关于“计算机系统”的概念，这与《公约》中所载的以及其解释性报告第 23 和 24 段所作

的解释相同。这构成了本议定书第 2 条的适用(另见上文对第 2 条的解释)。 

 第 3 条 通过计算机系统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 

 27.本条要求缔约国将通过计算机系统向公众传播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定

为犯罪。散发或提供的行为只有在意图针对的也是材料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时才属于犯

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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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散发"是指向他人积极传播《议定书》第 2 条所定义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而"提供"

是指将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放在网上供他人使用。这一术语还包括创建或汇编超链接，以

便于获取此类材料。 

 29. 第 3 条中使用的“向公众”一词清楚地表明，通过计算机系统传递或传输的私人通信或

言论不属于该条款的范围。事实上，这类通信或表达与传统通信形式一样，受《欧洲人权

公约》第 8 条的保护。 

 30.传递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是被视为私人传递还是向公众传播，必须根据案件的情况来确

定。首先，重要的是发送者的意图，即相关的消息将只被预定的接收者接收。存在这种主

观意图可以基于许多客观因素来确定，例如消息的内容、所使用的技术、应用的安全措施

以及发送消息的上下文。如果这种信息同时发送给一个以上的收件人，收件人的数量和发

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是决定这种通信是否被视为私人通信的一个因素。  

 31.在聊天室交换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在新闻组或讨论区发布类似的信息，都是向公众提

供此类材料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材料。即使访问这些材料需要

通过密码授权，但如果任何人或符合某些标准的人都可以获得这种授权，那么这些材料就

可以被公众访问。为了确定是否向公众提供或散发，应考虑有关人员之间关系的性质。 

 32.列入第 2 款和第 3 款是为了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作出保留提供可能性。这两款应结合

起来按顺序阅读。因此，缔约国可保留不对本条第 1 款所定义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如果第 2 条第 1 款所定义的材料鼓吹、宣扬或煽动的歧视与仇恨或暴力无关，但须有其他

有效的补救措施。例如，这些补救措施可以是民事或行政补救。如果一缔约国由于其法律

制度中有关言论自由的既定原则不能提供这种补救措施，它可以保留不履行本条第 1 款规

定的义务的权利，但条件是它只涉及鼓吹、宣扬或煽动的歧视与仇恨或暴力无关。缔约国

可以进一步限制保留的范围，例如，要求歧视是对某一群体的侮辱、诋毁或威胁。  

 第 4 条 出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动机的威胁行为 

  33. 大多数立法一般都规定将威胁定为刑事犯罪。起草者同意在本议定书中强调，毫无疑

问，出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动机的威胁将被定为犯罪。 

 34.“威胁”的概念可指使威胁的对象产生恐惧的威胁，即他们将遭受他人实施的严重刑事

犯罪(如危及受害者或其亲属生命、人身安全或完整，财产的严重损害等)。何为严重刑事

犯罪由缔约国决定。 

 35.根据该条，威胁必须针对(1)某人，原因在于其所属的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或族裔以

及宗教(作为上述任何因素的借口)为特征的群体；或(2)具有上述任何特征的群体。对于威

胁应是公开的并无任何限制。该条也包括通过私人通信进行的威胁。  

 第 5 条 出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动机的侮辱行为 

 36.第 5 条涉及公开侮辱某人或某个群体的问题，缘于他们属于或被认为属于具有特定特征

的群体。“侮辱”的概念是指任何损害一个人的荣誉或尊严的冒犯、蔑视或辱骂的言论。从

表达方式本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侮辱与被侮辱者的群体归属有直接关系。与威胁的

情况不同，在私人通信中表达的侮辱不属于本条款涵盖的范围。 

 37.第 2 款(a)项允许缔约国要求该行为还必须具有如下效果：使该人或该群体不仅可能，而

且实际受到仇恨、蔑视或嘲弄。 

 38.第 2 款(b)项允许缔约国作出进一步的保留，甚至使第 1 款对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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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条 否认、严重淡化、认可种族灭绝罪或危害人类罪或为其辩护 

   39.近年来，国家法院处理了各种案件，其中一些人(在公开场合、媒体等)表达了旨在否认、

严重淡化、认可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严重罪行(特别是大屠杀)辩护的观点或理

论。这些行为的动机往往以科学研究为借口，而其真正目的是支持和宣扬引起大屠杀的政

治动机。此外，这类行为还激发甚至刺激和鼓励种族主义和仇外团体包括通过计算机系统

采取的行动。此类思想的表达是对那些曾经是这些邪恶行径受害者(为人们缅怀)及其亲属

的侮辱。最后，它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尊严。 

 40.与第 3 条结构相似的第 6 条解决了这个问题。起草者一致认为，重要的是将否认、严重

淡化、认可或为种族灭绝罪或危害人类罪辩护的言论定为犯罪，这是国际法所界定的，并

得到 1945 年 4 月 8 日《伦敦协定》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决定的承认。这

是因为造成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最重要和最确凿的行为发生在1940-1945年期间。然

而，起草者承认，自那时以来，还发生了其他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案件，这些案件

强烈受到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的理论和思想的驱使。因此，起草者认为，这一条款的适用

范围不应仅限于纽伦堡法庭设立的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还应包括

1945 年以来根据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如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多边条约等)设立的其他国际法

庭认定的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例如，这些法庭可以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只要此类法庭的管辖权得到本议定书签署

国的承认，本条即允许参照未来国际法庭的最终和有约束力的决定。 

 41.该条款旨在明确规定，历史正确性业已确立的事实不容否认、严重贬低、不认可或认为

不合理，以支持那些令人憎恶的理论和思想。 

 42. 欧洲人权法院明确表示，否认或修改“已明确确立的历史事实——如大屠杀——[…]根据

《欧洲人权公约》第 17 条，将不受该公约第 10 条的保护(在这方面，见 1998 年 9 月 23 日

莱黑多和伊勒尼案的判决)1。 

 43.第 6 条第 2 款允许缔约国(1)通过声明要求第 6 条第 1 款中提到的否认或严重淡化，旨在

基于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或族裔出身，以及宗教(作为上述任何因素的借口)，煽动对

任何个人或群体的仇恨、歧视或暴力；或(2)通过允许缔约国利用保留全部或部分不适用本

规定。 

 第 7 条--协助和教唆 

 44.本条的目的是将协助或教唆实施第 3 至 6 条确定的任何罪行定为刑事犯罪。与《公约》

相反，《议定书》没有将实施其中所载罪行的企图定为犯罪，因为许多被定罪的行为具有

准备性质。 

 45.如果犯下《议定书》所确定的罪行的人得到另一个也有意实施犯罪的人的帮助，则产生

协助或教唆的责任。例如，虽然通过互联网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需要服务供应商作为

渠道提供协助，但没有犯罪意图的服务供应商不承担本节规定的责任。因此，服务提供商

没有义务主动监控内容以避免根据本条款承担刑事责任。 

 46. 如同根据本议定书确立的所有罪行一样，协助或教唆必须是故意实施的。 

第三章 《公约》与本议定书之间的关系 

 
1 1998 年 9 月 23 日对莱黑杜和伊勒尼案的判决，《199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七卷，第 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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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条 《公约》与本议定书之间的关系 

 47.第 8 条涉及《公约》与本议定书之间的关系。该条避免了将《公约》的一些规定纳入本

议定书。它指出，《公约》的一些条款经适当变通后适用于本议定书(例如，关于附带责任

和制裁、管辖权和最后条款的一部分)。第 2 款提醒缔约国，《公约》中定义的含义应适用

于《议定书》的罪行。为清楚起见，具体说明了相关条款。 

第四章  最后条款 

 48.本章所包含的大部分条款是基于 1980 年 2 月部长委员会第 315 次代表会议上批准的“欧

洲委员会内缔结的公约和协定的最后条款范本”制定的。由于第 9 条至第 16 条大多使用了

示范条款的标准用语，或基于欧洲委员会长期以来的缔约惯例，因此不需要进行具体评述。

然而，对标准示范条款的某些修改或一些新的规定需要进一步解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

示范条款作为一套不具约束力的条款已被采纳。正如示范条款的导言所指出的，“这些示

范性最后条款只是为了方便专家委员会的工作，避免出现没有任何实际理由的文本差异。

该范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可以采用不同的条款来适应特定的情况”(在这方面另见《公约》

解释性报告第 304-330 段)。 

 49.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缔约国可利用本议定书第 3、5 和 6 条规定的保留。不得提出任何

其他保留。 

 50.本议定书仅向《公约》签署国开放，供其签署。本议定书将在《公约》五个缔约国表示

同意受其约束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第 9-10 条)。 

 51《公约》允许对某些条款作出保留，通过《议定书》第 8 条的连接条款，这些条款也可

能对缔约国在《议定书》下的义务产生影响。然而，一缔约国可以通知秘书长，它不会对

《议定书》的内容适用这一保留。《议定书》第 12 条第 2 款表达了这一点。 

 52.然而，如果一个缔约国没有利用《公约》规定的这种保留的可能性，它可能需要限制其

与《议定书》所述罪行有关的义务。第 12条第 2款使缔约国能够在涉及《公约》第 22条第

2 款和第 41 条第 1 款时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