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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10月31日，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同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腐败公约，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
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痼疾。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政权，就出现了腐败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愈来愈猖獗，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社会最大祸害。
通过国际合作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
联合国正是顺应了这一人类历史发展潮流，制定并通过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
    《公约》内容丰富，结构体系完备，除序言外共分8章，即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和执法，国际合作
，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实施机制，最后条款。
  《公约》第1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其宗旨是促进和加强各项措施，以便更加有效且有力地预防和打击
腐败；促进、便利和支持预防和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包括在资产追回方面；提倡廉
正、问责制和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财产的妥善管理。
从而，《公约》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全球性打击腐败犯罪的基本准则，规定了被
转移他国的腐败资产返还的原则，并建立了国际合作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的五大法律机制，即预防机
制、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返还与追回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奠定了反腐
败国际合作的坚实的法律摹础，为国际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
    就我国而言，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我国才能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深化推进反腐倡廉工作o”而建立这一“科学体系”，必须充分发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作
用，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反腐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缩小乃至堵截外逃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
因此，及时地对《公约》进行系统的研究，就显得特别富有意义。
    《公约》之中包含了大量的诉讼法内容，如对腐败的预防、侦查和起诉以及根据本《公约》确立的
对犯罪所得的冻结、扣押、没收和返还制度。
这些规定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矛盾与冲突、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空缺如何修改和完善，以及《公约》相
关内容如何在我国贯彻、落实，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极为关心并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专门从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型综合性研究机
构，是本专业惟一人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实体o“中心”自成立以来就把研究
国外，特别是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准则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并已经出版系列丛书之一和之二，即（人权
法——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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