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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批准的联合国人权条约中，已有 ５个规定了个人申诉机制。个人申诉机制需

要另行接受才可以，但我国现在一个也没有接受。笔者认为，司法体制改革应与国际机制相

衔接。加强人权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没有哪个案件解释到最后不是人权案件。我

国接受了人权条约的个人申诉机制，至少可以提高司法公信力。如果当事人认为我国法院

的判决不够公正，那就可以申诉。现在，有些案件的当事人不服法院的终审判决，一直在上

访。在接受人权条约的个人申诉机制后，如果当事人申诉失败，这意味着我国法院确实处理

得对；如果当事人申诉成功，我国应该履行人权条约机构的意见。为什么说意见呢？因为这

是准司法，不是法院判决。人权条约机构的意见出来之后，国家可接受可不接受。但是，从

实践来看，国家不接受的还是少数。因为如果国家不接受，将承担很大的道义压力。

这可与我国接受 ＷＴＯ机制的情况相类比，我国履行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国家义

务，没有丝毫减损我国的良好形象，反而使我国的形象更有亲和力。在ＷＴＯ机制下，中国败

诉了就履行相关义务。譬如《著作权法》第４条，ＷＴＯ裁决我国不符合 ＷＴＯ协定，我国迅速

修改了《著作权法》第４条。在 ＷＴＯ问题上做得那么好，为什么我国不能接受个人申诉机

制？在司法体制改革这一点上，我国也需要借助外部动力和国际机制。当年，我们加入

ＷＴＯ时，如果没有接受争端解决机制，国内是没有足够动力的。今天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也

需要梳理一下我国已经接受的国际规范，并与之衔接。我国接受人权条约的个人申诉机制

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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