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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关 于 有 组 织 的 国 际

犯 罪 的 管 辖 与 制 裁

屈 学武

【内容提要 〕本文所指有组织犯罪属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
。

在此基础上
,

作者阐述 了刑法学
界较为赞同的关 于有组织犯罪的特征的通说观点

,

并对有组织 国际犯罪的定义及其 国际公约现状
、

中国

缔结和参加的含有有组织的 国际犯罪的 国际公约现状进行 了分析
。

作者还就 中国关 于有组织 的 国际犯
罪的刑 事管辖与制裁规范

,

作了逐一分析和探讨
。

〔关键词 〕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管辖 制裁 国际公约

一
、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属性及特征
有组织犯罪是本世纪末叶国际社会经历的最严重的世界问题之一

。

联合国防止犯罪与刑事审判委员会早在

年度报告中就指出
“

有组织犯罪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

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

而且可能威胁到 国家的

制度结构并使全国行政机构陷于瘫痪
” 。

在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机构官方文件中
,

有组织犯罪就是黑社会组织犯罪 —二者被当作同一概念使用
。

但是
,

在研讨其概念属性时
,

对有组织犯罪尚有必要从犯罪学和刑法两个不同角度稍加区别分析 前者立足于有组

织地实施特定犯罪的事实而不局促于法律有无此类明文规定
,

因而犯罪学意义的有组织犯罪在概念性质上属于广

义的法学概念
,

且中外古今早已有之 刑法意义的有组织犯罪
,

却有赖于刑事法律规范的正式设定
,

因而后者在性
质上应肩疾文的法律概念

。

本文所指有组织犯罪
,

在国内法上
,

主要是就后者即刑法意义而誉 或国际法角度看
,

主要是就广义即犯罪学意义看 —
因为在国际刑事法域

,

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大多没有明确规范
,

因而本文所谓

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

主要是从法学概念的角度界定分析
。

年 美国的《有组织范靠径制法 》第一次从刑事法角度规范了有组织犯罪的构成及其惩治程序
、

方法等
,

刑

事法意义的有组织犯罪即此产生
。

继后
,

英
、

德
、

日
、

香港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 了 自己 的惩治有组织犯罪的

法律规范
。

例如墨西哥宪法第 条 年
、

香港的《有组织与严重犯罪条例 》 年
,

等等
。

年 月

日
,

经中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条
、

第 条
,

也就此
类犯罪作 了若干规定

。

然而
,

尽管不少国家已就有组织犯罪作了刑事规定
,

其中一些 国家还在法律条文中对什么是有组织犯罪作了

明确的立法解释
,

如美国
、

英国
、

德国
、

墨西哥等
,

但是
,

一来因为不少国家尚无此类立法或司法解释 例如中国 二

来因为各国所定义的
“

有组织犯罪
”

的内涵差异较大
,

何况
,

就对立法解释本身
,

也还存在一个文理诊释问题
。

因而

目前国内外刑事实务界
、

理论界对什么是有组织犯罪
,

仍无统一定义
。

尽管如此
,

对有组织犯靠丽基泳特征
,

各国

刑法学者大致认可下述通说观点

第一
,

犯罪组织内部有较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帮规门约

第二
,

以暴力
、

诈欺手段追求非法物质经济利益

第三
,

从事连续的犯罪活动 或者系列从事刑法法定的特定犯罪 当某国刑法对其有组织犯罪有特定的罪种规

定时

第四
,

以行贿手段腐蚀国家
、

社会管理人员以为其犯罪屏障 甚或拖曳其成为该组织在政府
、

司法
、

执法或社会
管理部门的代言人

。

二
、

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定义及国际公约现状
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

指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从事的严重危及 国际社会根本利益
,

已为国际公约

明文禁止并确认其应受刑事惩处的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
。

这当中
,

首先
,

由于本文界定的
“

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 ,

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
,

因而这里的
“
国际犯罪 ”

仅要

求国际公约确认其应予
“

禁止
”
和

“

惩处
”即可

,

不要求
“

国际公约确定其为犯罪
”

产〕更不要求公约规定其犯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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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诸如此类的
“

组织
” 。

其次
,

所谓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

同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内国实施的有组织犯罪

一样 —是指该组织所从事的系列犯罪而非某一桩罪
,

因而某种程度看
,

此类犯罪是类犯罪而非个罪
。

再次
,

有组

织的国际犯罪
,

不包括所有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的全部跨国犯罪
,

例如恐怖组织
,

广义看也是黑社会性质

组织
,

但其出于政治 目的所从事的跨国犯罪
,

就不宜定性为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

因为各国公认的有组织犯罪
,

一

般排除政治犯
,

因而上述概念中所谓
“

特定
”
的国际犯罪

,

就是
“

定
”

在排除政治犯的
、

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

力
、

欺诈
、

贿赂手段综合实施达致的
、

危及 国际社会安全及 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性犯罪
。

例如跨国贩毒
、

洗钱
、

走

私
、

强制卖淫
、

海盗
、

劫机
、

废物处理
、

贩卖人 口 等犯罪
,

就往往是由黑社会组织或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出面实施的
。

由于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比之个人犯罪对国际社会的安全及经济秩序的破坏性更大
,

因而多年来
,

国际社会已

自觉不 自觉地通过了多项牵涉到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公约
,

并开放供签署
、

批准和加人
。

例如 联合国《公海公

约 》
、

《海洋法公约 》
、

《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
、

《反对劫持

人质国际公约
、

《禁止贩卖人 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

《禁止伪造货

币的国际公约 》
、

禁止传播和贩运淫秽出版物公约
、

关于非法转移艺术财宝公约
、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

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
,

等等
。

三
、

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含有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现状
为了有效地惩治和防止国际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

中国先后缔结和参加了一系列的
、

含有同有组织

犯罪作斗争的国际刑法公约

盯 年 月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人了《关子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
,

除声明

对该公约第 条第一款保留外
,

该公约从 年 月 日起对中国生效 年 月 日
,

中国加人 了《关于

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及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
,

除声明保留第 条第一款
、

第 条

第一款外
,

该两公约从 年 月 日起对中国生效 年 月 日
,

中国签署了补充 年 月 日在

蒙特利尔签订的 关于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
,

该议定书于 年 月

日对中国生效
。

根据上述三项
“反劫机公约 ”和议定书

,

中国分别承担了制裁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
、

妨害国际

航空罪的国际义务
。

年 月 日
,

中国交存了批准加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的批准书
。

批准书除声明不接受

该公约第 条第一款的约束外
,

公约其他部分于 年 月 日起对中国生效
。

从而
,

中国承担了对贩英国际

人口罪的刑事管辖的义务
。

年 月 日
,

中国批准参加了《万国邮政公约 》
,

同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
。

根据该公约
,

中国承担 了

制裁非法使用国际邮件罪的义务
。

年 月 日
,

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年 月 日中国交存了对该公约的批

准书
。

夕肠 年 月 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
。

从而
,

中国承担了制裁海盗罪
、

贩运奴隶罪的国际义务
。

年 月 日
,

中国批准参加了《经 修正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 修正的 年麻醉品单

一公约 》
。

除声明保留第 条第二款外
,

该公约从 年 月 日起对中国生效 年 月 日
,

中国批准参

加了 年精神药物公约 》
,

除声明保留第 条第二款外
,

该公约从 年 月 日起对中国生效 年

月 日
,

中国批准参加了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
,

同时声明不接收该公约第 条第二
、

三款的约束
。

根据上述公约
,

中国承担了制裁国际间的毒品犯罪
、

洗钱犯罪的国际义务
。

年 月 日中国政府批准接收了《关于非法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 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

方法的公约 》
,

年 月 日中国交存了接收书
,

年 月 日公约对中国生效
。

从而 中国承担了制裁非

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罪的国际义务
。

年 月 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

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 年 月 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中国政府代表签署的上述两公约
,

同时声

明不受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第 条第一款的约束
。

根据上述两公约
,

中国承担了制止危及海

上航行安全罪和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的义务
。

四
、

中国关于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与制裁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条规定
“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
” 。

基于此
,

对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犯罪
,

不论其罪犯是否本

国人
、

行为发生地或犯罪结果是否在中国境内
,

中国均享有普遍刑事管辖权 除非其与中国声明保留或不受约束的

条款相冲突
,

特别是
,

对于在中国境外实施了触犯公约规定的罪行之后
、

又潜人中国境内的外国犯罪组织或个人

包括无国籍人
,

根据上述一些国际条约确认的或起诉或引渡原则
,

中国更是有义务行使刑事管辖权
。

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方便司法机关对上述国际犯罪的追诉
,

中国对本国缔约承认的国际犯罪
,

大多在内国

刑法上有所照应性立法
,

亦即上述 含有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 国际刑事实体规范
,

在中国刑法中多已得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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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定
。

例如
中国现行刑法第 条所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

,

即照应了中国承认的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的国际刑事实

体规范 第 条所规定的劫持船只
、

汽车罪
,

照应 了中国承认的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 第 条所规定的暴力危
及飞行安全罪

,

照应了中国承认的妨害国际航空罪 第 条所规定的拐卖妇女
、

儿童罪 —特别是其中第一款第
四 项所规定的“

诱骗
、

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
”以及该款第 八 项所规

定的“
将妇女

、

儿童卖往境外的怡徒
,

血应宁申国承认贩卖国际人 口菲二币画规粉袖祛第 条所规定的非法邮

寄枪支
、

弹药
、

爆炸物罪
,

一定程度上照应了中国确认的非法使用 国际邮件罪
。

现行刑法第 一 条所规定的

走私
、

贩卖
、

运输
、

制造毒品 —特别是其中第 条第二款第 五 项所规定的“

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

的规
定

,

照应了中国承认的惩治国际间的毒品犯罪
。

为了承应《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箱精神药物公约 》对缔

约国的约定
,

中国通过现行刑法第 条确认了洗钱犯罪 —特别是该条第 四 项所规定的
“
协助将资金汇往境

外
”的条款

,

更是对国际间的洗钱犯罪的内国照应立法
,

中国现行刑法第 条所规定的绑架罪 —特别是该条的

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犯罪规定
,

照应了中国承认的劫持人质的国际犯罪
,

中国现行刑法第 条所规定的走私国

家禁止出口 的交杨罪
,

照应了中国承认的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国际犯罪
,

等等
。

上述中国现行刑法上的包含国际刑事实体规范的分则条款
,

均有明确的罪状和法定刑规定
,

从而
,

实施上述有

组织的国际犯罪的罪犯
,

都能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
,

受到应有的惩治
。

然而 对照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现状看
,

中国现行刑法虽对本国承认的绝大多数国际犯罪
、

特别是其
中的多由黑社会或带黑社会性质的

“

组织
”

出面实施的国际犯罪
,

有所对接规定
,

但仍有尚待完善
、

改进之处
。

主要

表现在对个别犯罪尚无较为适宜的对接条款
,

例如海盗罪
、

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
,

往往系由黑社会或带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出面实施
,

缔约国对此本当更加重视
、

宜专设法条规定此罪
,

以最大限度地遏制此类破坏性极大的有

组织的国际犯罪
。

然而中国现行刑法上未对此两罪设立对应条款
,

目前如遇此类犯罪
,

只能通过国内刑法上的一

些外延相当宽泛的包容性条款来惩治
。

例如以 内国刑法上的抢劫罪来惩治国际刑法上的海盗罪 以内国刑法上的
“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来惩治国际刑法上的
“

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
”

罪
,

等等
。

但实际上
,

中国刑法上

的抢劫罪与国际刑法上的海盗罪在犯罪客体
、

犯罪客观方面
、

犯罪主观不法要素等诸方面均有较大差别 同理
,

中

国刑法上的
“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也与国际刑法上的
“
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

”

有较大出人
,

因而
,

我

们希望并相信中国刑法在尔后的发展
、

完善过程中
,

能逐渐规制出对应上述国际犯罪构成的分则规范来
。

在处理上述国际犯罪方面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 条特别规定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

参加的国际条约
,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
,

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 。

在对此类国际犯罪分子的引渡
、

起诉问题上
,

中国有关办理引渡案件的法规规定
,

凡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就特定犯罪特别规定缔约国有
“

或者引渡
,

或者起诉
”
义务的

,

该犯罪被视作符合引渡条件
,

但中国声明保留的

条款除外 另一方面
,

如果中国对于被指控或者被判定有上述国际犯罪的人决定不予引渡
,

中国方面将依照有关国

际条约的规定
,

将该人移送有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

注释
【 』妾 受努加尔 《妥西号反有组织犯罪的立法改革方案 》

,

参见第七届 国际反贪污大会组委会秘书处学术部编 《反贪
污与社会的德定和发展 》

,

红旗出版社
,

年版
。

【 中国现行刑法第 条第一
、

二
、

三放分别规定了三种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祈罪名
,

即组织
、

领导
、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
、

入境发展只社会组织罪
、

包庙
、

纵容双社会性质组织 菲
。

现行刹 法第 条第二欲第五项则对
“

参与有组织 的 国际贩毒活动
”
作 了

明文规定
。

【 贿路手段作为有组织犯罪的要素
,

为多数学者所同意
,

但仍有争议
。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贪污贿路厅编译 《世界各国反
贪污贿路的理论与实践 》第 页

。

【 参见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 严格意义看
,

恐怖活动组织 不是只社会组织
,

根据《防止和惩治 恐怖主义的 国际公约 》
,

恐沛活动组织往往带有一定政治 目

的
,

其对象既可以是特定国家也可以是特定政党组织或不特定的公众 并以 此恐怖活动要抉有关 当局
,

以达到特定政治 目的
。

但

广义看
,

恐怖活动组织 当然是 一 砧 艾
,

仰双社会组织的一种
。

本文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即就广义 而 言
,

因而有组织 的

实施非政治 目的劫持飞机
、

船拍或人质等恐怖活动者
,

仍可视作本文的有组织 国际犯菲
。

〔 所谓
“

牵步到有组织 的 国际犯罪
” ,

在此特指此类罪既可 以 由个人完成 也可以 由特定的 “

组织
’,

一一一例如黑社会或带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完成
。

【 值得说明的是
,

这里所谓
“照应立法 ” ,

并不等于此照应 了国际刑法的刑事规范
、

仅适用 于我国承信的 国际犯菲而 不适用 于

内国犯罪
。

就是说
,

此类提范实际既包容了内国犯罪也包括了同类性质的国际犯罪
。

因而其同时适用于同类性质的国内
、

国际犯

罪
。

例如劫持航空器罪
、

禁毒罪等均是
。

【 产格意义看
,

即从法律棍念角度看
,

中国刑 法明文承认的有组织的 国际犯菲
,

仅此一救一罪 —即本条本欲确认的有组织

的国际贩毒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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