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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初论》是国内关于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的第一项全面、系统、深
入、具体的研究成果。
除了对一般问题的阐论之外，《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初论》还对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职能机关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规范化、中国四法域刑事法律的差异及其对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影响、复
合法域条件下的中国对外刑事司法合作关系、中国区际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等问题进行了专
门的探讨。
全书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立论允当，论证有据，语言平实，表述准确，对于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问题给予了理性的和前瞻性的观照。
本书的见解和主张对于中国相关方面的法律实践必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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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岩峰，男，1960年生，吉林省德惠市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区际
刑法，所提出的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两点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论”、法律适用的“
适当论”等见解和主张，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认可。
主要著作有《吕岩峰论国际法》等，已有多篇论著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李海洋，女，1977年7月生，辽宁省抚顺市人1996年9月2000年6月，在辽宁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
学学士学位：2000年9月－2003年6月，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9
月－2006年6月，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政
治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刑法学、犯罪学、比较刑法学，已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政治与法律》、《法制与社会发展》、《当代法学》、《中罔刑事法杂志》等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0
余篇，参编或合译的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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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关于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各种见解综述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是指在
“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为联合打击跨法域犯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等四法域之间进行刑
事司法协助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准则。
　　关于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所应包含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
认为，我国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国两制原则、区际合作原则、平等互利原则、
条约义务优先原则。
①　　有的学者在论及制定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法问题时，认为下述原则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相互
尊重原则、主动协助原则、以程序为主原则、日常合作和定期会晤相结合原则、不适用“双重归罪原
则”、不适用“政治犯罪不协助”原则。
②该学者后来又提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应遵循的原则为：“一国两制”原则、相互尊重原则、
主动协助原则、以程序为主原则和效率优先原则。
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包括：“一国两制”原则，平等互助原则，普遍
管辖权原则，法律适用原则。
这里的普遍管辖权原则是指不论犯罪人是哪一法域的居民，不论犯罪发生于哪一法域，只要实施了国
际公约规定的普遍危害人类生命与财产，破坏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劫持民用航空器罪、危害民用航空器
罪，劫持、扣押人质罪，海盗罪，破坏国际海底电缆罪，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罪
，走私贩卖毒品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等行为，无论行为人在哪一法域被抓获，这个法域的司法机关应履
行国际义务，对上述犯罪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适用有关刑事法律予以制裁。
而法律适用原则是指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司法机关在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工作中，内地司法机关应根据内
地有关法律审查和决定是否向港澳台提供协助，在同意提供协助的情况下，按照内地法律规定的程序
进行协助活动，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我方也可以根据港澳台的司法机关的请求，在调查取证方面
适用对方的一些特殊程序规则。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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