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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案件背景介绍 （一）意大利法院受理并审判以德国为被告的案件 1998年9月23日，一位
名为路基·费拉尼（Luigi Ferrini）的意大利公民向本国的阿雷佐法院提起对德国的诉讼，理由是其
于1944年8月被德国部队逮捕，并被遣至德国的一弹药工厂，被迫进行劳动，直至战争结束。2000年11
月3日，阿雷佐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其无权受理以德国为被告的案件，因为德国作为主权国家，享有
国家管辖豁免。费拉尼上诉至佛罗伦萨上诉法院，该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上诉。费拉尼遂又上诉至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2004年3月11日作出判决，认为意大利法院具有对该案的管辖权，因为如果一国
的行为构成国际罪行，则其不享有国家豁免。⑧这样，案件又被发还至阿雷佐法院，该法院判决，尽
管法院具有该案的管辖权，然而赔偿请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佛罗伦萨法院在上诉程序中推翻了阿雷
佐法院的判决，在其作出的最终判决中称，德国应对费拉尼进行赔偿；还指出，国家豁免不是绝对的
，如果一国所为的行为构成了国际罪行的话，则不得享有豁免。 受“费拉尼案”的鼓舞，许多同样在
那场武装冲突中遭受伤害的人也向意大利的法院提起对德国的诉讼。②此外，意大利的拉斯佩尼亚军
事法庭于2006年以缺席的方式判决麦克斯·约瑟夫·米尔德（赫曼·戈林部队的一员，被控参加了在
意大利多地进行的大屠杀）终身监禁，且米尔德应与德国对受害者的继承人所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负
连带责任。德国向罗马军事上诉法庭提起对部分判决的上诉请求，法庭驳回上诉。意大利最高法院则
拒绝了德国关于意大利法院不具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并再次重申费拉尼案的判决，即一国对犯下国
际罪行的行为不能享有国家豁免。 （二）意大利对希腊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1944年6月10日，德国
武装部队在希腊的迪斯多摩（Distomo）地区进行了大屠杀。1995年，大屠杀受难者的亲属向希腊利维
蒂亚地区第一巡回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德国对大屠杀所带来的死亡和财产损失进行赔偿。法庭于1997
年9月25日作出缺席判决，要求德国赔偿损失。德国上诉至希腊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于2000年5月4
日驳回了上诉请求。④根据《希腊民事程序规则》（the Greek Code of Civil Procedure）第923条的规定
，如执行对一外国国家的判决，需得到司法部部长的授权；然该案未获得司法部部长的授权，所以，
判决在希腊一直无法得到执行。因而，该案的原告在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起诉希腊和德国，声称这两个国家违犯了《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又称《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段和公约第一
议定书第1条的规定，因为德国拒绝遵守利维蒂亚地区第一巡回法庭的判决，希腊未能将判决加以执
行。欧洲人权法院在2002年12月12日的判决中称，由于国家豁免的问题，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可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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