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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化的国家是法治国家。
现代文明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贯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至
关重要。
毋庸置疑，现代刑事法治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刑事法律学科也相应地为国
家所重视，成为公认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发展、繁荣最为显著的主要法学学科领域之一，并被首批
纳入建设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之规划。
在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刑事法学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本书收录了向此次研讨会提交的全部33篇论文。
旨在向法学界、实务界全面展示会议的研讨成果。
为方便读者了解研讨会的概况，在附录中，本书还纳入了研讨会综述及代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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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性探讨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我国区域刑事法律；——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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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机制的基本原则    四、司法合作走向司法协助    五、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    六、以
解决管辖冲突为建立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切人点  论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和司法协助适用的原
则    一、处理区际法律冲突问题适用的原则    二、处理区际司法协助问题适用的原则  区际刑事司法协
助的几个问题    一、建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和模式   
四，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程序    五、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  论澳门特区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
题    一、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    二、澳门特区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必要性    三、澳门特区开
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     四、澳门特区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及内容    五、澳门特区
区际司法协助的现状及展望  香港与外国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研析    一、前言    二、提供刑事司法
协助的范围    三、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限制    四、刑事司法协助的程序    五、刑事司法协助的具体运
用问题    六、结语  香港与外国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概览    一、前言    二、可移交的罪行    三、移交逃
犯的基本原则    四、移交逃犯的程序    五、结语第二编 区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用其解决  中国内地与港
澳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合理划分论纲    一、引言    二、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合理划分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合理划分的原则    四、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划分    五、
结语  ⋯⋯第三编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设想第四编  区际合作打击跨境犯罪附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探索>>

章节摘录

书摘                               书    摘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                            若干问题探讨                         
     阎敏才    随着港澳相继回归并设立特别行政区，内地与港澳台间司法交流、联系更渐增多，一个中
国内四个不同刑事法律管辖区区际间刑事司法协助，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然而，作为一国四法域重要刑事司法制度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还缺乏相应规范调整，往往出现权宜
之计或各行其是的现象。
一些论著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因此，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亟须规范化。
这不仅是刑事法学研究的课题，更是提高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质量、打击跨境严重犯罪、维护一国四地
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
借此谈一得之愚，求教于各位。
    一、关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所谓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主要是指内
地、台湾、香港、澳门四法域之间进行刑事司法协助，要合于各方或双方认可的标准与规则。
亦即使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从本方到双方或各方，从程序到实体，都要进行制度化、法律化建设。
    从我国四法域法制现状和司法实际看，加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确实十分必要：    第一，“
一国两制四法域”格局的持久性，决定了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需要及时规范化。
刑事法域与政治体制密不可分。
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实施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规定两特区有独
立司法权和终审权，全国性法律除列于附件另有规定者外，不在香港、澳门实施。
根据“一国两制”方针，不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还是维持现状，台湾现行刑事法律制度，都将长期
保持不变。
因此，及时实现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不但迫切需要，而且规范化形成后，必将与“一国两制四
法域”格局长期共存。
    第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司法性，决定了其需要及时规范化。
四法域都是严格实施本地法的法治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作了原
则性规定，香港、澳门基本法对区际司法联系和协助也作了原则性规定。
从诸法立法精神上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各法域法定的司法行为。
因而，进行相互协助的范围、程序、结果、形式等方面法律要件十分严格。
必须予以规范，才能使之达到法律标准，实现法律作用和法律效果。
    第三，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的普遍性，决定了其需要及时规范化。
“一国两制”下的内地与港澳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跨境犯罪或严重犯
罪后利用管辖界限逃避法律制裁的情况屡有发生，对相关法域的危害日渐加重。
近几年，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需求量大幅增加，常常是遇到问题无法可依。
目前主要问题是：内地需要由港澳台刑事司法协助的案件量大，但提请程序、途径不统一，范围、标
准不明确，效果不理想；内地与港澳等地证据规则差异较大，取证难，证据转换亦难；内地同台湾有
关方面刑事司法联系和协助途经不畅，还要通过民间组织(海协会)协调，互相提供协助的积极性有待
提高。
针对此，加强规范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以解决其中大部分问题，确属事半功倍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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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总     序     现代化的国家是法治国家。
现代文明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贯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至
关重要。
毋庸置疑，现代刑事法治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刑事法律学科也相应地为国
家所重视，成为公认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发展、繁荣最为显著的主要法学学科领域之一，并被首批
纳入建设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之规划。
在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刑事法学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是以刑事法律学科为研究领域的国家重点学术研究机构，
系1999年12月首批建立的15个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学科的部分专家学者为专职研究
人员，同时聘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刑事法专家学者作为兼职研究人员。
中心主任为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中心执行主任为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卢建平教授，中心
副主任为知名中青年刑事法学者何家弘、甄贞、郑定、黄京平教授，中心顾问为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
教授暨中央政法机关几位专家型领导。
在学术研究范围和布局上，中心以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古今中外刑事法学之主
要学科和研究领域。
中心下设四个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第一研究室以中国刑法为研究方向；第二研究室以刑事诉讼法暨
刑事侦查、刑事物证技术为研究方向；第三研究室以中外刑事法律史为研究方向；国际刑法研究所以
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为主要研究方向。
刑事法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和研究队伍的合理组合，乃是中心鲜明的优势互补之特色。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中心应当是具有明显科研优势和特色的国家级刑事法律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经
过努力使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刑事法学学术界亦享有较高
声誉。
为达此目标和地位，中心要以学术研究为核心，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实行全面开放，注重高层次人才
培养，加强学术交流，引导和促进刑事法律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努力建成全国一流的、名副其实的刑
事法律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
    “刑事法律科学文库”是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要系列著作项目，计划出版国内
外刑事法律与刑事法学方面(包括刑法、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刑事物证技
术、刑事法律史等领域)的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著作与译作，著译者以本中心专职、兼职研究人
员为主，并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开放。
旨在繁荣、深化和开拓刑事法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积累刑事法学方面的学术成果，为提高我国刑事法
学的研究水平怍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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