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特殊程序--14.6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14.6.2 司法协助制度

一、 司法协助制度概念和意义

刑事司法协助，是指一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

互惠原则，相互请求，相互协助，代为进行某些刑事诉讼行为的活动。刑事司法协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上的刑事司法协助常称为审判协助，包括送达法律文书、询问证人和鉴定人、搜查、扣押、有关情报

的提供等。广义上的刑事司法协助包含了狭义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以及犯人引渡、诉讼移管、外国判决

的承认与执行等。

刑事司法协助的意义在于：

1.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司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事司法协助、行政司法协助一起共同构成国际

间司法合作的有机整体。在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各国的司法机关

在审理案件时，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涉外因素，诸如诉讼所需的证据在国外，或者本国的法院判决需要得

到他国的承认与执行，等等。在此种情况下，各主权国家只有借助于外国的合作与协助，才能克服司法管

辖权障碍，便利诉讼顺利进行。通过这一合作，审理案件的法院不必超越其管辖权行事，就可以使有关的

诉讼行为得以完成；而提供协助的一方通过给予另一方支持、便利可望在今后得到对方同等的协助。这既

维护了各国的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也实现了各国在相互交往中的良好秩序和共同利益。

  2.刑事司法协助也是国家间联合采取手段惩治国际性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各国打击刑事犯罪的法

律机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刑事犯罪越来越呈现出跨国性和国际性的特

点，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际性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活动日益猖獗，他们在各国之间组织起严密的犯罪网

络，犯罪规模不断扩大，犯罪后果难以估量，使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威胁。对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

靠一国的司法力量来对付这种跨国的或者国际性的犯罪。因此，只有通过各国政府、司法部门共同采取措

施预防和惩治犯罪，才能保证各国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国际范围内通过刑事司法协助可

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开由于当事国内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制制度各异而带来的某种障碍，从

而为各国在本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眼度地遏制国际性犯罪提供了可能性。

  另外，尽快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拓宽中外刑事合作的范围，将有助于刑事案件得到及时公

正处理，确保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而且将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二、 司法协助的主体、法律依据

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指请求提供刑事司法协助和接受请求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司法机关。即请求国

的司法机关和接受请求国的司法机关。以狭义刑事司法协助为理论依据的法律制度只以法院为刑事司法协

助的主体，而持广义说的国家则以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为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中国

的刑事司法协助涵盖了广义司法协助的内容，因此，作为刑事司法协助主体的司法机关可作广义的理解，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都可以是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因此，中国的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是中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

司法协助事务的最高主管机关。地方各级相对应的机关需要司法协助的，一律通过其最高主管机关办理，

或者由本系统最高主管机关转其他中央机关办理。与中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相对应的、或者职能相对应的外国国家机关，是同一刑事司法协助关系的主体。

  中国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 18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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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

事司法协助。”这一规定，在国内法层面确立了中国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另外与此相关的法规、司法

解释等都是刑事司法协助在国内法层面的依据。在国际法层面，主要指中国政府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和

条约。其中包括：

（1）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如含有司法协助条款的《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0 年海牙公约》、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等国际公约。

  （2）中国签定的国家间的条约。到目前为止，中国先后与波兰、蒙古、罗马尼亚、俄罗斯等 20 多个

国家签订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双边条约或协定。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14tbcx/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14tbcx/142swxsssysfxzzd/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3）中国与外国临时达成的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如 1990 年 2 月中国向日本国提出引渡劫机到

日本的劫机犯张振海，因两国没有刑事司法协定，双方通过谈判，中方承诺在今后类似案件中将向日方提

供类似协助，日方同意引渡该犯罪嫌疑人。这属于两国达成的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临时互惠协议。 

   在刑事司法协助中，中国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有中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适用该条约规定，

但是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无相应条约规定的，按照互惠原则通过外交途径办理。 

三、  司法协助的内容  

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和种类一般包括： 

  （1）调查取证。包括代为听取当事人、嫌疑人的陈述，询问证人、被害人和鉴定人，进行鉴定、勘验、

检查、搜查和扣押等。 

  （2）送达诉讼文书。包括送达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司法文书、诉讼文件和其他文字材料。 

  （3）通报诉讼结果。包括通报诉讼的进展及诉讼各阶段，如立案、实施侦查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起

诉或不起诉、第一审第二审的结果等。 

  （4）移送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等。 

  （5）移交赃款赃物或扣押物品等。 

  （6）引渡。引渡是指一国把当时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犯有罪行或判刑的人，根据该国的请求，移交

给该国进行审判或处罚的一项制度。引渡具有不同于其他司法协助行为的特殊性，因此很多国家有关于引

渡的专门立法，并且与其他国家通过签订专门的引渡条约来解决引渡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也制定了《引

渡示范条约》、《移交外籍囚犯的模式协定》等示范性国际法律文书。2000 年 12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引渡法。此外，

我国现已同泰国（1993）、俄罗斯（1995）、白俄罗斯（1995）等数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7）其他诉讼行为，如相互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的生效判决式。  

  根据刑事司法协助的方式的发展和适用范围，可以对上述方式进行狭义、广义、最广义的划分。狭义

的刑事司法协助仅指（1）、（2）两种方式，只能解决一般性的问题；广义的刑事司法协助则还包括协查、

通缉等方式，以避免放纵罪犯为主要目的；最广义的刑事司法协助则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加上（6）、（7）、

（8）三种方式，其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还只是存在于少数地区或国家的国际条约中，但开拓了国

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新领域，有利于更全面、便捷地打击国际犯罪和更有效地改造罪犯、促使其重返社会。

目前，我国的法律和与他国所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定，对上述广义的刑事司法协助进行了规范。 

 

  刑事司法协助程序包括： 

  1.请求和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确定的途径进行，没有缔结条约的，通过外交

途径进行。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均各自指定并相互通报提出或接受司法协助请求书的主管

机关。例如，《中国和乌克兰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对等地指定各自的司法部、最高审判机关、最

高检察机关进行相互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 3 条规定的

联系方式为，除本协定另有规定者外，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通过缔约双方的中央机关进行。缔约双方的

中央机关为各自的司法部。 

  2.对外国司法机关请求协助事项的审查和拒绝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根据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签订的有关司法协助条约，接收请求国对外国有

关机关请求协助的事项要进行审查，看其是否符合条约规定的协助条件或者是否存在应当拒绝提供司法协

助的情形。1987 年中国与波兰签订的《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对拒绝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形

作了明确的规定：①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该项请求涉及的犯罪具有政治性质或军事性质；②按照被

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项请求涉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③该项请求涉及的嫌疑犯或罪犯是被请求的

缔约一方的公民，且不在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此外，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认为请求协助

的事项有损中国主权、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反中国法律的，也应当拒绝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之第五条明确规定：如果缔约一方认

为执行缔约另一方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可能损害其国家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可以拒绝执行该项请求，

但应尽快将拒绝的理由通知缔约另一方。 

   3.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应当提交请求书或委托书。参照联合国 1990 年通过的《刑事事件互助示范条约》

第 5 条的规定，请求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请求机构的名称和进行请求所涉及的侦查或起诉当局的名

称；（2）请求的目的和所需协助的简要说明；（3）请求所涉及的犯罪事实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或文本；（4）

必要情况下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5）请求国希望遵守的任何特定程序或要求的理由和细节，如说明要求

得到宣誓或证词；（6）对希望在任何期限内执行请求的说明；（7）请求执行所必须的其他资料。此外，如

被请求国认为请求书内容不足，可以要求提供补充资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民事

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四条规定请求司法协助应以请求书的形式提出，请求书中应写明：请求机关的

名称；被请求机关的名称；请求司法协助案件的名称；请求书中所涉及的与诉讼有关的人员的姓名、国籍、

职业和住所地或居所地；对于法人来说，则应提供其名称和所在地；他们的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请求书

如涉及刑事案件，还需注明犯罪事实、罪名和所适用的法律规定。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上述请求书和其他

文件应由缔约一方的请求机关正式盖章。 

   4.司法协助使用的语言文字 

   司法协助中使用的语言文字，涉及到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问题，联合国通过的《刑事事件互助示范条

约》中规定，应使用被请求国语言或该国可以接收的另一种语言提出的译文。《中波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

助的协定》中规定，司法协助范围来往的信件和递传的文件应用本国的文字书写，并附有对方的文字或英

文的译本。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七条规定，缔约

双方在进行司法协助时，所有的文件均应使用本国文字，并附有准确无误的对方的文字或英文或俄文译文。

这些条文既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