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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执行情况 

 
司法协助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 
 
1. 根据缔约方会议关于为审议议程项目 2，根据要求设立工作组以促进就各项
具体问题开展讨论和交换看法并编写有关这类问题的决定草案供会议审议的决

定，应会议主席在 10 月 12 日第 5 次会议上提出的请求，设立了一个司法协助
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由副主席（克罗地亚）主持，在她缺席的情况下，由副

主席（巴西）主持。工作组处理有关司法协助的实际问题，但也将其工作议程

扩大到涉及与引渡和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有关的问题。 

2. 工作组认为，有效实施《有组织犯罪公约》分别关于引渡、司法协助和没
收事宜的国际合作的第 16、第 18 和第 13 条对于促进缔约国之间为打击《公
约》及其补充议定书中所涵盖的各种犯罪而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3. 工作组注意到，根据《公约》第 18 条第 1 款，该文书的目的是促进缔约国
之间在对属于《公约》适用范围内的犯罪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相互提

供最大程度的司法协助。为此，工作组认为，各缔约国应尽可能在本国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认真考虑给予协助，即使是在没有《公约》第 18 条第 9 款所述的双
重犯罪的情况下。 

4. 工作组建议，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将举行的工作组会议的讨论可包
括审议民法和普通法体系之间关于提出引渡请求所需提供的文件和有关证明要

求方面的差异以及克服有关困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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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组还指出，各缔约国应当特别注意《公约》第 16条第 16款和第 18 条
第 26 款，这些条款的大意是，缔约国在拒绝关于引渡或司法协助的请求之前应
相互进行协商。 

6. 工作组讨论了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分析报告（CTOC/COP/2005/2）。一
些发言者对于该报告第 92 段中所表述的“规定可以银行保密为理由予以拒绝的
司法协助条约将通常在《公约》缔约国之间自动失效”的准确性表示关切。 

7. 工作组还讨论了该报告第 95 段并确认该段所表述的“各缔约国似宜考虑审
查现有的关于拒绝提供司法协助的理由以实现保护国家利益和基本原则与确保

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之间的适当平衡” 。 

8. 在对报告中关于拒绝没收事宜国际合作请求的理由的第 104 段进行评论
时，工作组注意到该段可能被理解为暗示不应有任何理由拒绝这种合作并请秘

书处在增订的报告中澄清关于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的第 13 条与关于司法协助的
第 18 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第 18 条的规定经适当变通后适用于第 13 条的问
题。 

9. 工作组就《公约》第 13 条第 5 款中规定的报告义务进行了大量讨论，该条
款要求缔约国向秘书处提供本国有关实施第 13 条的法律和法规以及这类法律和
法规随后的任何修改的副本或说明。尤其是着重讨论了所收集的材料如何能够

用于促进有效合作的问题。提出了这类材料是否应以有关缔约国的语文提交还

是应在提交之前将其翻译成联合国正式语文的问题。工作组认为这些是重要的

问题，应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上进行深入审议。 

10. 工作组还对《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没收的犯罪所得的处置的第 14 条与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之间的关系表示关切，特别着重讨论了这两项公

约的缔约国应如何处理它们的实施问题。工作组认为这个问题应进一步加以审

议。还讨论了《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资产返还和分享的规定并交流了各国在

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秘书处通知工作组说，关于分享没收《公约》和 1988 年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1
所涵盖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

双边示范协定已由一个政府间专家组于 2005 年 3 月进行了谈判并由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2005年 7月 22日第 2005/14号决议通过。 

11. 非正式工作组所进行的有关讨论的结果以决定草案（CTOC/COP/2005/L.10）
的形式提请缔约方会议注意。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