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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是赵秉志教授主持的中高欧高教合作项目“欧盟
国家惩治跨国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研究”的最终成果。
    当今世界，欧盟国家已成为全球稳定、发展与繁荣的中坚力量之一，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
用。
欧盟国家在现代国际社会文明、法治建设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也颇为引人注目。
中国作为迅速进步的发展中大国，加强与欧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显然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而法治与法学的交流与合作无疑是中国和欧盟均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
因而中欧高教合作项目也理所当然地把法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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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编  专题研究  欧盟成员国间引渡制度研究    一、欧盟成员国间引渡制度的法律渊源    二
可引渡的犯罪    三、引渡的原则    四、引渡的程序    五、结语  《移交被判刑人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研究    一、《移交被判刑人公约》概述    二、移交被判刑人的原则    三、移交被判刑人的程序及其规
则    四、《移交被判刑人公约》之附加议定书  《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研究——兼与其他制止恐
怖主义的国际公约比较    一、《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概述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
化”      三、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四、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第
二编  公约暨相关文献(中译文本)  欧洲引渡公约（1957年12月13日订于巴黎）  欧洲刑事司法协助公约
（1959年4月20日订于斯特拉斯堡）  关于刑事判决国际效力的欧洲公约（1970年5月28日订于海牙）  欧
洲刑事诉讼移管公约（1972年5月15日订于斯特拉斯堡）  欧洲引渡公约附加议定书（1975年10月15日订
于斯特拉斯堡）  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1977年1月27日订于斯特拉斯堡）  《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
公约》解释报告  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的附加议定书（1978年3月15日订于斯特拉斯堡）  ⋯
⋯第三编  公约暨相关文献（英文有效法律文本）附录  赴欧洲一个月访问研究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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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    摘(四)过境第三国  尽管欧洲大陆的面积不大，可是国家却不少。
如果非相邻的两个当事国之间进行移交囚犯，即会出现需要经过第三国境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
决取决于过境国的态度。
①《公约》第16条关于过境的规定是参照《欧洲引渡公约》第21条以及《关于刑事判决国际效力的欧
洲公约》第13条而制定的。
它确立指导经由另一缔约国将被判刑人从判刑国移送至到执行国的规则。
    首先，缔约国负有依照其国内法准许过境请求的义务。
但只有在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时，上述义务才成其为“义务”：其一，过境请求必须是由另一缔约
方提出的；其二，该请求国必须已经和另一缔约国或第三国就移交该被判刑人达成协议。
后一个条件意味着，只有当判刑国与执行国已经就移交该被判刑人达成一致时，准许过境的义务才对
缔约国具有约束力。
应指出，准许过境的义务仅仅适用于来自缔约国的请求，如果请求是第三国作出的，适用《公约》
第16条第4款的规定。
这意味着，如果缔约国之外的第三国提出过境请求，同意请求仅仅是一个选择权问题而不是义务；如
果提出过境请求的第三国已经与男一缔约国移交该被判刑人达成一致，则“可以”而不是“应当”准
许其过境请求。
    其次，被请求国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同意过境，这些情况为：(1)被判刑人为其本国国民；(2)按
照其本国法律，据以科处刑罚的罪行并不构成犯罪。
只有在通过其境内所需时间内，被请求过境的当事国才可以关押该被判刑人。
可以要求被请求同意过境的当事国作出承诺，不对被判刑人因其离开判刑国领土之前所犯的任何罪行
或被判处的刑罚对之进行起诉，或以其他方式在过境国内限制其自由。
《公约》第16条第l款没有排除过境国的国民的过境，但第16条第2款却赋予缔约国若当事人是其本国
国民则可以拒绝过境的权利(当然，上述规定也适用于通过飞行实现过境且当事国按照《公约》第7条
作出声明的情形)；同时也赋予缔约国在科处刑罚的犯罪依其本国法律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拒绝准许
过境的权利。
    再次，被判刑人在过境国免予逮捕与起诉。
被请求给予过境的国家被要求作出保证，被判刑人就在离开判刑国的领土之前实施的任何犯罪或科处
的刑罚享受豁免权，但过境国仅仅在过境通过其领土所需的时间内羁押被判刑人则是个例外。
    最后，如果押送被判刑人的方式是通过飞机飞越一当事国领土，而且在该国无着陆计划，则无需提
出过境请求。
但各国可在签署时或交存批准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向欧洲理事会秘书长提交声明，要求此类过境亦
应通知该国。
可见，与《欧洲引渡公约》第21条第4款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须通知过境国的做法相反，《公约》第16
条第6款将此留给每一个缔约国通过声明决定是否它需要上述过境的通知。
另外，关于传送过境请求及回复的途径，与传送移交请求与回复的途径相同，即原则上，请求与回复
需通过两个相关国的司法部来传递，但缔约国可以声明其采用其他途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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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总   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顺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之潮流，在坚定不移地推行改
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同时，注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日益健全，司法不断完善，法学欣欣向
荣，使国家逐渐步入现代法治之轨道，从而有力地维护和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全方
位的发展与进步。
在中国社会继续发展进步的历程中，社会主义法治必将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而法治的发展完善离不开法学的引导和推进，因而国家有必要进一步重视法学，尤其是法学的外向型
研究亟待加强，刑法学领域亦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是以外向型刑法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机构。
该所建立于1993年10月，由本人任所长，法学博士赵秉志教授任副所长。
在研究力量上，以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的教授和博士生为基本队伍，同
时聘任、定向联系国内外一些知名的刑法专家、学者。
其学术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国际犯罪与国际刑法，比较刑法，外国刑法，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
地区刑法问题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力图通过课题研究、学术研讨活动以及同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努力促进和繁荣我国在外向型刑法学领域的研究，以
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发展中加强刑事法制建设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文库”是以开拓和繁荣外向型刑法学研究为主旨的一种学术载体形
式。
“文库”拟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专任和特约研究人员在国际刑法、比较刑法、外国刑法
、台港澳刑法问题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可以是专题研究、综合研究，可以是国外、境外法典、著作的
译作或介述研究之作，还可以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研究项目。
其中，研究性著作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译著、介述书籍和工具书、资料书等要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我们希望能通过以文库形式的逐步积累，为我国刑法学的发展脚踏实地地做一点事，为法治之昌盛和
社会之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                                                                     高铭暄  谨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                                                     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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