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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会议 
2008 年 10 月 8 日至 1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f) 
审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 
各项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关于旅行证件和 
身份证件的专家协商 

 

旅行证件和身份证件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在第 2/3 和 2/4 号决

定中决定，在其第三届会议的工作安排中，在有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1

（“《人口贩运议定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

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2（“《移民议定书》”）执行情况的议程

项目下，列入与边界措施、证件安全和管制以及证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CTOC/COP/2005/8，第一章）有关的事项。因此，秘书处在编写调查表以收

集与缔约方第三届会议工作安排有关的信息时，列入了关于缔约国对《人口贩

运议定书》和《移民议定书》第 11 条（边界措施）、12 条（证件安全和管制）

和 13 条（证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3的执行情况的问题。各缔约国和签署国对

这些问题的答复见秘书处关于《人口贩运议定书》和《移民议定书》执行情况

的报告（在第二报告周期从各国收到的资料，分别载于 CTOC/COP/2006/6/Rev.1
和 CTOC/COP/2006/7/Rev.1）。 

__________________ 
* CTOC/COP/2008/1。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37 卷，第 39574 号。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41 卷，第 39574 号。 
3 这两项议定书的第 11、12 和 13 条一致，但有适当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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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缔约方会议在 2006 年 10 月 9 日至 18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通过

了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

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 3/3 号决定，缔约方会议在

该决定中促请这些议定书的缔约国审查其政策、立法和法规制度，特别是关于

这两项议定书第 12 条提及的旅行证件和身份证件的制度，以确保一贯和有效地

适用这两项议定书相关条款中载明的义务。 
 

二. 《人口贩运议定书》和《移民议定书》的有关条款 
 
3. 《人口贩运议定书》和《移民议定书》中的第 11 条（边界措施）均要求缔

约国加强各自的边境管制，以预防和侦查人口贩运和移民偷运活动。还要求缔

约国采取措施防止商业承运人经营的运输工具用于实施议定书所确立的犯罪，

这类措施包括规定商业承运人有义务确定所有乘客均持有进入接收国的旅行证

件，并规定对违反这一义务的情形予以制裁。 

4.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加强边界管制后，特别是目的地国的边界安全情况有

所改善，因此人口贩运者和移民偷运者在作案手法上有了显著改变。经陆地边

境贩运和偷运以及将人员藏匿在车辆中穿越官方过境点的活动似乎在不断减

少，而各种形式的与身份有关的犯罪，如盗用真实证件、盗窃空白证件然后填

写虚假身份信息、窜改、伪造、非法签发证件和以虚假理由取得护照或签证等

欺骗边境管制官员的手段似乎正在增加。 

5. 《人口贩运议定书》和《移民议定书》第 12 条（证件安全与管制）要求缔

约国确保由其签发的旅行或身份证件具有不易滥用和不便伪造或非法变造、复

制或签发的特点；并确保由其签发的旅行或身份证件的完整和安全，并防止证

件的非法印制、签发和使用。4、5 

6. 《人口贩运议定书》和《移民议定书》第 13 条（证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进一步要求缔约国根据请求在合理的时间内对以或似以本国名义签发的、涉嫌

为人口贩运或移民偷运活动而使用的旅行或身份证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核

查。6 

__________________ 
4 “伪造或非法变造、复制或签发”一语应解释为不仅包括制造假证件，还包括窜改合法证件

和填写所盗空白证件。其目的是包括伪造证件和有效签发但被合法持有人以外的人使用的真

实证件。见《关于拟订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谈判的准备工作文

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06.V.5），第 413 和 525 页。 
5 大多数缔约国在对有关调查表的答复中报告了采取措施执行第 12 条的情况，包括定期审查制

证和签发程序以及升级用于确保证件安全和管制的技术和设备（见 CTOC/COP/2006/6/Rev.1
和 CTOC/COP/2006/7/Rev.1）。 

6 大多数缔约国在对有关调查表的答复中确认，核查这类证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在与其他国

家的合作协议的框架内进行的，或者是在个案基础上进行的。所提及的执法和移民当局主要

是主管这类核查工作的当局。还报告了利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渠道和机制进行核查的情况

（见 CTOC/COP/2006/6/Rev.1 和 CTOC/COP/2006/7/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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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另值得注意的是《移民议定书》第 6 条（刑事定罪），其中要求缔约国不

仅将为获取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而故意实施的偷运移民活动定为刑事犯罪，还

要将为得以偷运移民而是使得下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制作欺诈性旅行或身份

证件；获取、提供或持有此种证件；以及使用此类手段（即制作、获取或提供

虚假证件）或其他非法手段，使并非有关国家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人以不符合必

要规定的方式居留于该国。7 
 

三. 作为与身份有关的犯罪的表现形式的涉及旅行和身份证件的犯罪及其
与有组织犯罪图谋和活动之间的联系 
 
8. 缔约方会议似宜在其旅行和身份证件问题专家咨询会议的框架内，考虑到

秘书处在与身份有关的犯罪这一更为全面的领域开展的工作。 

9.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开展国际合作，预防、侦查、起诉和惩处欺

诈、滥用和伪造身份资料罪以及有关的犯罪”的第 2004/26 号决议，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召集了一个政府间专家组以编写

关于欺诈及滥用和伪造身份资料罪问题的研究报告，该专家组在 2005 年 3 月和

2007 年 1 月举行了会议。专家组第二次会议的结果已提交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E/CN.15/2007/8 及 Add.1-3）。该专家组的研究结果依据

的是 46 个会员国提交的资料，其中 41 个国家是《联合国打击有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缔约国，37 个国家是《人口贩运议定书》和《移民

议定书》的缔约国。许多国家表示关心涉及护照和其他与旅行有关的身份证件

的身份犯罪，认为这类犯罪既是犯罪也是安全问题，因为护照系统对于防止已

知恐怖分子、刑事罪犯和非法移民入境至关重要（见 E/CN.15/2007/8/Add.3，第

17 段）。 

10. 专家组的研究结果提供迹象表明了与身份有关的犯罪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

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所报告的情形包括涉及人口贩运或移民偷运的各种图谋。

突出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将被盗或伪造身份证件和资料作为一种非法商品处理

方面的专业化，还突出说明这类集团可能改进专门知识以伪造更为复杂的身份

证件或利用发证制度的弱点，欺骗或腐蚀当局，以便获得证件，然后将其出售

或交换以用于犯罪，特别是用于非法贩运和偷运案件（见 E/CN.15/2007/8/Add. 
3，第 14 和 18 段）。 

11. 专家组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具体的身份滥用活动已归入范围较广的犯

罪，如伪造罪，其中包括伪造身份证件。因此，报告 多的处理此类滥用活动

的规定是关于伪造和冒名顶替的规定。此外，一些国家报告了将针对护照或政

府人员身份证明等据认为是特别关键的身份识别类型或身份类型的犯罪定为刑

事犯罪的情况（见 E/CN.15/2007/8/Add.3，第 12 段）。 
__________________ 

7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对有关调查表（关于《移民议定书》，第一个报告周期）的答复中确认，

其国内立法已将制作、取得、提供或持有旅行或身份证件以促成或便利偷运移民的行为定为

刑事犯罪。这些犯罪有的作为独立犯罪处理，有的则按照关于图谋或共谋实施偷运移民和

（或）便利非法居留罪的规定，作为实施这一主要犯罪的准备步骤处理（CTOC/COP/2005/4/ 
  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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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开展国际合作，预防、侦查、起诉和惩治经

济欺诈和与身份有关的犯罪”的第 2007/20 号决议中，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在有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促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在涉及与身份有

关的犯罪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还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向正在审查或增补本

国关于与身份有关犯罪的法律的会员国提供法律专门知识或其他形式的技术援

助。 

13. 为了审议执行第 2007/20 号决议的方法，秘书处采纳了一个专家组的意

见。8该专家组特别审议了与身份有关的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并指

出，与护照、贩运和非法移民有关的犯罪占身份犯罪的主要部分。除了为遏制

与身份有关的犯罪而需要实行的立法对策和国际合作机制外，专家组还研究了

加强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其中包括“技术预防”措施，这类措施的重点是利用

技术取得信息并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提高窜改身份证件、扰乱或腐蚀身份证

明制度及为犯罪目的取得身份资料的难度。专家组还一致认为，第 2007/20 号决

议所要求的改进和提供技术援助将成为涉及与身份有关犯罪的总体工作的一个

主要部分，而且必须评估请求国的需要，并考虑到提供援助时所处的情况，包

括请求国在其他有关的刑事犯罪方面的立场、移民和护照问题以及该国一般身

份基础设施的状况。 
 

四. 可供缔约方会议讨论的问题 
 
14. 缔约方会议似宜以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人口贩运和移民议定书的缔约国所

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并牢记更为普遍的与身份有关的犯罪问题的各个相关方

面。为此，建议讨论以下问题： 

 (a) 当前的趋势： 

 ㈠ 在人口贩运、移民偷运或其他形式犯罪活动中，为非法进入一领土而

实施的与身份有关的犯罪目前有何趋势？； 

 ㈡ 是否有迹象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专门参与盗窃、窜改或伪造证件？； 

 (b) 立法和管制措施： 

 ㈠ 为了确保对涉及制造虚假旅行或身份证件和获取、提供或持有此类证

件的犯罪行为进行足够的刑事定罪，应当考虑到哪些要素？；9 

 ㈡ 在规定商业承运人有义务确定所有乘客均持有适当旅行证件方面有哪

些经验？； 

 (c) 证件的完整与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 
8 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召集了一个核心专家组，以就打击与身份有关的犯罪所需采取的 佳行动

方针和 适当的举措交流意见。该“核心专家组”于 2007 年 11 月和 2008 年 6 月举行了两次

会议。 

9 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中，发言者们指出，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并没有将

伪造另一国的旅行或身份证件定为刑事犯罪（CTOC/COP/2006/14，第 1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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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在提高旅行和身份证件的完整性与安全性方面有哪些良好做法？在使

用生物测定识别码方面有哪些经验？； 

 ㈡ 在侦查10和确定虚假旅行和身份证件方面有哪些经执法官员和法医学实

验室证明有效的做法和技术？； 

 (d) 能力建设： 

 ㈠ 在培训使馆和领事馆工作人员协助打击虚假履行和身份证件及以虚假

理由取得签证方面有哪些经验？； 

 ㈡ 在提高移民官员和其他有关官员的能力方面有哪些经证明有效的做

法？； 

 (e) 国际合作： 

 ㈠ 如何改进缔约国之间在核查旅行或身份证件合法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合

作？； 

 ㈡ 在与其他国家合作预防和打击与身份有关的犯罪方面遇到了哪些主要

困难？有哪些措施经证明能够有效促进执法合作及交流使用假身份、经变

造或伪造的证件的有关信息（见第 27 条第 1(e)款）？； 

 (f) 技术援助：在预防和打击非法制作、签发何使用旅行何身份证件领域

中有哪些优先技术援助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 
10 如果在检查第一线的执法官员对证件有所关切但又无法确切说明所关切问题的性质，便会进

行“侦查”。如果存在问题，便须使用法医手段和技术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从而

“鉴定”出虚假证件，并达到证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