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研究分析了针对自然犯下的罪行及其后果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UC3M）进行了一项研究，以国际法的视角分析了针对自然犯下的罪行。研究

以2014年至2017年间伊拉克战争为参考，发表于国际科学期刊《犯罪、正义与社会民主》。

UC3M国际法、教会法和法哲学系的蒙塞拉特·阿巴德（Montserrat Abad）教授对伊斯兰国（ISIS）在伊

拉克最近的一次武装冲突期间犯下破坏环境的罪行进行了研究，批判了官方对环境犯罪缺乏澄清立

场。

阿巴德表示：“该研究分析了伊拉克环境的遭到摧毁的主要参数：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暴力叠加，以

及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目的是检验法律（特别是国际法）如何带来积极的催化作用。” 她指出：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研究了负责调查伊斯兰国所犯下危害环境犯罪的机构。恐怖组织在因失败而撤

离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

同样，研究分析了在涉及这类罪行时用于追求正义的主要障碍和司法途径，强调了整个问题处于多个

法律的交汇领域：人权法、环境法、武装冲突法、国际刑法、国际责任和过渡时期司法等。 作者表示：

“法律领域的交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提供了新的潜力。 特别是，自然与过渡正义之间的关系值得更

深入地探索，以促进全面了解真相的权利，并使得亲自然的观点开始获得横向特征。”

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一个名为UNITAD的官方机构，由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成立用于负责调查伊拉

克大规模武装冲突罪行。该机构仍有机会对该国最近一次武装冲突造成的环境危害进行调查。阿巴

德强调指出：“由于该机构成立的目的是收集和保存伊斯兰国所犯罪行的证据以促进对其追责，因此

该机构应在调查针对自然破坏的罪行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罪行甚至可能与对雅兹迪人

进行种族灭绝有关。UNITAD这项调查工作将履行几项关键职能：在提高认知的同时，避免有罪不罚

现象并确保充分赔偿。 总体而言，UNITAD 的行动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这有助于在国际层面对生

态灭绝罪进行分类并起诉。”

研究通过伊拉克案件，呼吁在处理针对自然（包括人类）的犯罪时采取整体方法。研究结论同样可以

应用于其他冲突后情景，避免武装冲突或恐怖主义的新一轮循环。 “采取全面的视角并考虑到自然是

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这一点至关重要。 只有当官方机构认识到这一点并相应地履行职责时，才能取

得实质性进展。”作者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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