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研究-16>>

13位ISBN编号：9787565309953

10位ISBN编号：7565309958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君祥

页数：320

字数：30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研究》立足于中国-东盟现有打击跨国境犯罪合作现状，从区域一体化
的视角分析研究了中国-东盟构建区域刑事合作机制的动因、条件以及存在的困难：比较研究了欧盟区
域刑事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自身打击跨国犯罪开展刑事合作的成功经验，前瞻性地提出了
构建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应当坚持的原则、区域刑事合作的层次和内容。
在上述总体研究基础上，《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研究》详细探讨了中国-东盟在打击恐怖主义
犯罪、海上犯罪、毒品犯罪和贩运人口犯罪等具体犯罪过程中开展区域刑事合作的相关问题。
本书最后提出了中国在构建中国-东盟区域刑事合作机制过程中应当采取的措施。

本书由王君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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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君祥，1973年生，河南信阳人，法学博士，现为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法学家》、《法学》、《比较法研究》和《法制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著、合
译、参与撰写各类著作10余部，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和区际司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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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中国一东盟跨国犯罪更多表现为有组织共同犯罪形式。
中国公安部挂牌督办、江苏省公安厅侦办的“12·14”案，特大跨国系列绑架杀人团伙，公安机关先
后抓获张晓东等犯罪嫌疑人42名，共查证认定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在国内和柬埔寨频频作案，且多
是绑架、抢劫等刑事案件，其中在柬埔寨跨国作案10起，致12人死亡。
据美国媒体2008年10月1日报道，一位名叫郭锦华（音）的中国广西籍妇女伙同越南籍同伙贩卖约有47
亿越南盾（28.5万美元）假币，而被越南前江省法庭判处死刑；上文所列举的案例也都呈现出有组织
共同犯罪的特点。
　　第六，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经济贸易往来的增加，东盟已成为中方第三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对
象，随之发生的跨国经济犯罪案件有不断增多趋势。
典型的案件如走私、洗钱、金融欺诈等案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东南亚一带作为硬通货受到欢迎，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国内或者直接在
国外大肆制造假人民币，假人民币不仅出现在与中国接壤的缅甸、越南一带，而且还在泰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出现。
在2004年5月，越南外交部曾向中国发出了关于加强联合打击贩卖假币活动的照会。
近年来侦破的涉及东盟国家的走私、洗钱案件等经济犯罪案件也时有发生。
例如，2006年广西审判的国内首例洗钱案——黄广锐洗钱案。
黄广锐洗钱案的上游犯罪乃是黄某等15人从1999年初至2004年8月分别结伙从越南走私香烟和柴油牟利
，偷逃税6.5亿元的重大走私犯罪案件。
2006年4月，上海警方破获一起新加坡人经营地下钱庄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罗某等4人，冻结涉案
资金690万元。
罗某等人自2004年以来擅自从事新加坡与中国两地间的汇款及货币兑换业务，其业务范围涉及我国25
个大中城市，非法经营额达50亿元人民币。
2007年10月，上海破获了东南亚某国国民桑金万、桑卡和卡马拉等7人信用卡诈骗案，这7名来沪外籍
男女制作信用卡在ATM机上4天内套取现金19.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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