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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犯罪预防和控制要员会的职司是编拟犯罪预防和到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方 

案，并且是每五年一次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递大会的筹备机关。委员会在其 

第十一届会议上建议了7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交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批 

准了 22项决定草案，将通过理事会转递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八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并就有关委员会工作事项通过了3项决i义。

所建议交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涉及以下事项 (a) 联合国犯罪预防和 

刑事司法方面标准和规范的执行情况，（b ) 继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大会，(c) 犯罪 

预防领域的教育、培训和公众认识，(d》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受香者，（e) 监献 

教育, ( f ) 联合国刑事司法的调查，和 ( g ) 技术合作。

关于联合国在犯罪谓防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的审查，委员会一敦 

通过了题为 " 需要设立有效的国际犯罪和司法方案 " 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播犯罪 

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依照其第10/1号决议任命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编写而成的，报告 

全面审查了犯罪问题的幅度，评佑了激助国际采取实际行动的最有效方式并就此作 

出了建议。委员会决定建议第A 届大会审议报告 (E/1990/31/Add.l)并核可了一项 

决议草案交由大会通过。根振该项决议草案，大会将请秘书长在与委员会主庸嗟商 

下，安排成立个专家工作组，该工作组视预算外资金情况而定，将进一步拟订委员 

会上述报告所指的拟议的国际犯罪和司法方案以及执行此一拟议方案所需的机制； 

大会还将请会员国召开一次最高级或部长级会议审议拟议的方案和发展其内容及结 

构所需的任何公约或其他国际文书；大会将请秘书长立即采取关于这个会议的行动， 

审议把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处转变成为秘书处内有关方案下的一个新的主要单位的 

问题。

委员会作为第A 届大会的筹备机关,建议理事会将关于以下方面的决议草案转



E/1990/31 
E/ÀC.57/1990/8 
Chinese 
Page 3

递第八届大会 ( a ) 从发展角度进行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国际合作，（b) 联合国在犯 

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c) 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文化遗产 

的罪行的示范条约草案，（e ) 联合国非拘留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

( f ) 城市内犯罪的预防，( g ) 别事司法的管理和判决政策的制定, (h) 囚犯待遇基本 

原则，（i ) 刑事司法电脑化，（j ) 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k ) 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1 )事项互助示范条约，（m )引波示范条约，（n ) 关于刑事诉讼转移的示范条约，

(0 )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華准则，( p )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的少年规则，(q) 执法人 

员使用武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则，（r )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s) 关于检察官作 

用的准则，( t ) 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监督示范条约。

此外，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第八届大会审议在联合国赞助下设立世界控 

制犯罪和援助受事者基金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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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 

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A . 决议草案

1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决议革案一 

联合国刑事司法的调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刑事司法统计资料在了解情况下管理所有刑事司法活动方面的重要作 

用和深信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均需拥有全面的、精确的和最新的刑事司法资料之 

'义要，

认识到有必要通过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和犯罪预防 

战略定期调查并使这些调查尽可能不致复杂化, 来继续进行联合国刑事司法 

统计资料的工作，和认识到对这些调查材料的分析能对拟定和发展刑事司法方 

案作出重要贡献，

还认识到会员国和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关于犯罪和司法事项电脑化的工作将 

可增进会员国响应这种调查的潜力，

铭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4 年 5 月 2 5 曰第1 9 8 4 / 4 8 号决议和 

第七届联合国频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第9 号决议，该决议请秘书长从 

现有的资金和拨出款项以加强努力来建立和发展关于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

讨论情形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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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的国家统计资料库，并加强这一领域联合国各区城研究所的工作， ，

相信♦ 后 的 调 查 加 以 简 化 , 必须经常地进行，使得对这些调查的答复 

更为精确，

1 . 建议倚化第四次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和犯罪预 

防战略的调查，该调查应包括1 9 8 7 至 1 9 9 0 年的情况，并建议以后的调 

查应每隔二年，并最终每隔一年进行一次；

2 . 吁请会员国尽力对第四次联合国调查提供更完整的答复;

3 . _ 5联合国各区城和区城间研究所在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犯華 

« 防和开]事司法处和联合国秘书处统计处的合作下，研究调查表的编制问题和 

调查结果的分析与公布问题；

4 .  i 会员国通过联合国社会防护信耗基金或其他方式，在建立和保持国 

家和国际i k 的刑事司法数据库方面向各国提供财政援助，并提供必要的专家 

服务或提出适当的国际分析和政策建议；

5 .  ^秘书长在他将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提出的联合国 

犯罪颜防¥ 刑事司法活动进展报告中提出一些建议，增加对第四次联合国调查 

作出答复的数量和改进答复的质量，并在关于世界犯罪和司法状况的经常报告 

范围内公布这种调查的结果；

6 . ^秘书长在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期间召集次会议 

以审议调查表的修订问题，并请各国政府在其国家代表团中愈括适合这种工作 

的成员；

7 . 还请秘书长特别通过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处和联合国秘书处统计处在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 月 2 6 日至9 

月 6 日，米兰：秘书处编写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風s a  

IV. 1 ) , 第一章， 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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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合作下，向各区城研究所提供援助，以便为刑事司法统 

计员和其他参与填写调查答复的人员组织培训班，以期增大对调查的答复比率;

8 . 决定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应审议此项定期调查的结果, 以便把这些 

结果编入关于全世界犯罪和司法状况的经常性联合国技术出版物内。

决议草案二 

犯罪须防和开■]事司法领城的技术合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考虑到《宪章》中宣布的联合国目标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增进和激励对 

全人^ 人权和基本自由之尊重, 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浑信在发展范围内,犯罪颜防和刑事司法应以下述各项文书所宣布的原则 

作为其指导原则：《加拉加斯宣言》、 2 《米兰行动计划》、 ，《从发展角度 

和新的国除经济角度来看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问题的指导原则》 * 以及第七届 

联合国《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其他有关文书，

又深信由于在所有领城作出的共同努力, 应导致实际运用这些原则，并充 

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考虑到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要求国除社会在自由缔结的双边公约

讨论情形见第二章。

大会第3 5 /  1 7 1 号决议，附件。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 月 2 6 曰至9 

月 6 日，米兰；秘书处编写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6  ̂

工V. 1 ) , 第一章 ， A 节。

同上，E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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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边公约的范围内在各个方面给予援助，

强调在犯罪预防和开1事司法方面进行区城和区域间合作的作用, 这种合作 

得到了联合国区城和区域间研究所和其他同联合国密切合作的这些组织的推动，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非洲区城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正式设立并重 

申腻予该研究所在援助非洲区城制定和执行适当的犯罪《防和刑事司法政策和 

方案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承认非洲区城会员国在履行对该研究所的财政义务使其能开始工作和执行 

其任务方面有经济困难，

意识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所附的条件可能影响该研究所的人员配 

备和行政i 业务能力，

深信要使该研究所富有效力, 就需要按照计划保证不断地提供充足的资金 ,

1 . 建议国际社会通垃双边或多进安排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在各个领域提 

供必要的援助，以便有助于建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所需的基細设施；

2 . 请会员国通大犯罪颈防和控制领域的活动，加强其这一领域的合 

作； ~

3 . 敦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联合国非洲区域頸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 

所靈事会M 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对该研究所成绩的岡年期评佑；按计划保证 

至少六年不断地向该研究所提供足够的所需资金；

4 . 促请各国政府提供补充性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以使联合国能够帮助发展 

中国家努^ 明、分析、注视和评价犯罪趋势，制定同本国的发展计划、重点 

和目标致的和有敦的犯罪预防和控制战略，并实施有关刑事司法政策以便确 

保遵守联合国在这一领械制定的原则和标准Î

5 . 请会员国在制定计划过程中，特别是当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时，增加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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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犯罪和刑事同法政策方面的内容，以减少由犯罪活动而引起的人员，社会和 

经济振失，在适当注意研究和培训的同时，为刑事司法系统的活动分配充足的 

资金；

6 .  ^ 世界報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秘书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 

部和其他ï i 组织继续在其技术合作活动方案内提供财政支持和援助；

7 . ^秘书长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通报会员国为实现本 

决议的目¥ 而采取的措施，

决议草案三 

" 监狱教育

经济及社会理》会，

肯定《世界人权宣言》，第 2 6 条和《经济、杜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 

1 3 至 1 5 条规定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 •

忆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第 7 7 条特别强调，应作出安排使 

所有能够从中获益的囚犯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对文盲和青年囚犯的教盲应是强 

制性的，只要可行，应使因犯教育归纳于本国的教育制度之中，

还忆及《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林准规则》 • 第 22L 1条规则着直指出，应利 

用专业教育、在职培训、进修课程和其他适当的教育方法来建立和保持处理少

• 讨论情形见第三章，

* 大会第2 l 7 A { ；[ ；r i ) 号决议， 

• 大会第2 2 0 0 A (；O ：l ) 号决i ÿ , 附件.

’ 见 《人权：国际文书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督品编等取 s a  XIV. 1 ) 

G节 .

• 大会第4 0 / 3 3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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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犯案件的管教人员的专业才能和第2 6条规则强调对所有在押少年犯进行教 

育和职业培训的作用，

铭记联合国长期关注刑事司法的人性化、保护人权和教盲在培养个人和社 

会方面的重要性，

还铭记人的尊严是每人固有的和不可侵犯的品质, 弁是施行教育的-个 

先决条件，旨在培养人的完整的个性，

又考虑到1 9 9 0 年既是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举行会议

的一年，又是国际扫盲年， ，扫言年的目标同囚犯的个人需要直接相关，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在筹备第八届大会过程中为提高对监狱教育问题的认 

识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1 . 建议会员国、有关机构、教育咨询服务郁门和其他的组织应便进监狱 

教育，特别是采用下列方式：

( a ) 向监狱机构提供教负及有关服务，提高监掀工作人员的教盲水平；

制定专业人员挑选.程序，培训工作人员弁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设备；

(0》 鼓励为监内、监外的罪犯制定和扩大教育计划；

(d》 开展适合囚犯的需要和能力并与社会的需求相一致的教育；

2 , 还建议会员国应 :

( a ) 提供各种大大有助于犯罪预防、囚犯重新参与社会和减少累犯的教育， 

如扫盲教育、职业培训，为更新知识而进行的持续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其他促 

进囚犯个人发展的方案；

见大会第42/104号决i义，

见 A/COUP, 144/IPH 4 和 5 和 A/COUî： 144/RPK L. 3 和 Corr, 
4 和 Corr. 1 , 和 5 和 Cor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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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考虎更多地使用监外教养方法和在社会上言新安置犯人的措施，以便 

促进他们的教育和重新参与社会；

3 . 又择议会员国在制定教育政策W•应考虑下列原则 :

( a ) 监狱教育应旨在发展完整的人格，并考虑囚犯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

景；

( b ) 所有囚犯都应有机会获得教盲，包括扫盲方，、基础教盲、职业培训、 

才艺、宗教和文化活动、体育和运动、社会教育、高等教育和图书馆设施；

( C )应尽一切努力鼓勘囚犯积极參如各种教育活动；

(d > 所有从事监狱管理的人贞均应尽可能促进和支持教育活动Î

( e ) 教育应是监狱体系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避免任何P且止囚犯参 

加核准的正规教育的行动；

( f ) 职业教盲应旨在实现更大程度的个人发展，并适应劳力市场的趋势；

( g ) 才艺和文化活动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活动具有特殊的潜力来 

促进囚犯的自我发展和表现；

( h )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允许囚犯参加监狱外面的教育活动；

(i)如必须在监狱内进行教盲，监狱外的社区应尽可参与此种教育；

( J ) 应提供必要的资金、设备和师资，使犯人受到适当的教育；

4 . 促请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及其国际教育局在各区域委员会、

区域和区域间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研究所、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 

实体、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的合作下，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5 . ® 秘书长在获有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

( a ) 制定一奢监狱教育的准则和手册，为进一步发展监欲教育打下必要的 

基础，并有助于各会员国交流监禁制度的这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0)》 就监狱教育这一主题召开一次国际专家会议，以便在区域和区域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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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预防和剂，司法研究所、各专门机构、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具有经济与 

杜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下，拟定这一领域着眼于行动的战格 ;

6 . 又请秘书长将其在这一领坡进行工作的结果告知犯罪预防和控制安员 

会第十二届会 i义；

7 . ÿ 第/V届联合国颈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 

十二届会议审议监狱教育的问题。

决议韋案四

执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标准和规范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铭记第七届联合国颗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 米兰行动计划》和 

《从发展角度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来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的指导原 

则 》 " ，

并铭记《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保 

伊死开j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族》 口，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关于司法机关 

独立的基本原则》 '，，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联合国少年司法

12

讨论情况见第三章 .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 月 2 6 日至9 月 

6 0 . 米 兰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S. 86. IV. 1 ) , 第一章， 

A和 B 节，

大会第4 0 /3 4号决议，附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4/50等决议，附件 .

大会第34/169等决议.

《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一韋，D.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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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有效防止和调査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 ，•

和 《关于转移外国囚犯的示范协定》 ，％

还铭记《切实执行囚犯待遇最低暇度标准规则的卷序》 ，•， 《有效执行关

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程序》 '’和 《有效执行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的准则》 》

注意到各国为了对旨在衡量遵循这些标准和程序情况的调査表提供完整和 

准输的答复所遇到的困难，

承认联合国通过其五年一次的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及犯罪颈防和控制 

委员会在制订这些标准和程序方面起了并将幾续起重要的作用，

承认联合国以《世界人权宣言》，，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灼》 ' 及其《任择议定书》及 《旨在废除死开J的 

第二号任择议定书》 《儿童权利公约》 《保ÿ•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 

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 及其他有关文书为依掘，通过其人权活幼为这些努力做 

出了宝责贡献，

;̂ 大会关于司法工作中的人权的1 9 8 5 年 1 2 月 1 3 日第40/146等 

决议， 1 9 8 6 年 1 2 月 4 B 第 41/149"!■决议， 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第 

42/143号决议和1 9 8 9 年 1 2 月 1 0 日第44/162号决议，

20

2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9/65号决议，附件， 

《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一章， D. 1节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4/47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9/60号决议，附件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9/61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44/128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44/25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43/173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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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审査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作 

用与工作方案的1 9 8 7 年 5 月 2 8 日第1987/53号决议和1 9 8 9 年 5 月 

2 4 B第 1989/68号决议，

还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执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 

的 1 9 8 9 年 5 月 2 4 日第1989/63号决议，

欢迎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频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处与人权事务中心 

采取步骤确保特别在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雅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过程中加強合 

作，

特别赞扬杜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则事司法处与人权事务 

中心内的协调中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便监督各个方案中司法执行工作所 

涉人权问题并酌情就协调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供咨询，

深信有必要特别如人权委员会关于司法执行工作所涉人权问翅的1 9 8 9  

年 3 月 6 B 第 1989/24号决议，关于审判员，陪审员和襄审员的独立性及公 

正立场以及律师的独立性的1 9 8 9 年 3 月 6 日第1989/32号决议和关于即 

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1 9 8 9年 3 月 8 日第1989/64号决议， "

1 . 吁请会员国 :

(a) 根据其宪法程序和国内惯例在国家一级通过和执行联合圓的各项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

( b ) 補保至少用本国的主辱语文或官方语文广泛宣传这些称准；

( C ) 保证以最妥当的方式使司法工作人员，行政和立法人员以及一般公众， 

了解这些标准的内容和重要性，并向他们提供这些标准；

( d ) 拟订更好地遵守这些标准的方式方法，包括制订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 

的执行程序，在大学和其他机构的课程中使用这些称准，组织研讨会和培训斑 

及其他专业或非专业性的会议，社区的更加积极参与和传播媒介的大力支持；

( e ) 推动以该领坡的新动态为重点，研究有效执行这些标准的措施；

" 《经济及杜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9 年，补编第2 号》（E/1989/

2 0 ) , 第二韋，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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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向联合国各区城和区城间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研究所，阿拉伯安全研 

究和训练中心以及联合国系统与执行这些标准有关的其他实体提供必要的支助；

(g) 尽可能提高直接地或通过国际筹资机构对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的支助 

水平，以便促进根据请求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合作；

2 . 促请犯罪领防和控制委员会继续不断地审査这些标准, 落实执行措施， 

通过与有关国家政府的接触等途径，就确定这些标准今后的适用范围和査明现 

有的执行障碍或缺陷提IÜ建议，以期提出适当的纠正措施；

3 , 授权委员会主席指定委员会的一些成员, 要适当考虑各区城有适当的 

fà表，在两届会议的间隔时间里t办助委员会，与联合国各区城和区域间预防犯 

罪和剂事司法研究所，阿拉伯安全研究和训练中心以及其他实体和有关组织密 

切合作，执行某些採准，而不对联合国带来经费问题，并把这些努力的结果告 

知委 g会及其会前工作组；

4 . 里会员国拨给頸算外资金使委ê 会被指定的成员能利用他们所拥有的 

最好的专业的和学术的信息来源，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协商，在需要时召开特别 

会议；

5 .  ÿ 秘书长向被指定的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便其圆满地完成 

任务；

6 . 吁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其第十二届会议上就有效执行现有规范 

所需的进一步行动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具体建议，此种建议应以按照理事 

会 第 1989/63号决议第6 段设立的会前±作组的提议为基础并应特别考虑到 

以下一些问题：

( a )增大对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方案的支助水平， 

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执行的措施，包括在国家一级拟订和执行的特别项目和潜 

在筹资机构更加积极的参与；

03)联合国，特别是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促进执行现有各项标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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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包括加強现有审査程序的方式和委员会成员与其他专家在阔会期间更加 

积极参与；

( C ) 委员会和秘书处执行工作的有效性同工作量之间的关系；

( d ) 报告义务#'■大给许多国家造成的日益加重的负担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的 

必要性；

( e )报告不充分或过分拖延问题；

( f ) 新的或其他香料来源问题；

( g ) 由于工作人员不足和其他财政推据因素，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 

心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处没有能力向委员会提供其需要的行政和技术支助；

7 . 授权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經续其每届会议前召开一次为期二天的会 

前工作组会议这一惯例；

8 . 遺秘书长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及其会前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的接 

助，以便其圓满完成任务；

9 . 秘书长通过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确保尽可能以许多种语文尽量广泛 

散播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各项标准以及关于其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并 

向各国，各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

1 0 . 强调联合国各区城和区城间研究所和各区域委员会，阿拉伯安全研究 

和训练中心，区城和区坡间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顾问、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 

和其他组织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同促进执行联合国犯罪®防和刑 

事司法各项标准有关的专业协会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请它们继续和加強它们的 

积极参与；

11 . 重申制订多样化的筹资战略包括为特定项目寻求@愿捐敦和多双这混 

合捐款，以及加強联合国各开发机拘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的參 

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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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H 第AÆ 联合 i l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审议下列问题：

( a ) 对执行现有各项标准赋予适当优先的手段；

( b ) 合并各种报告安排的可能性，

决议草案五 

罪行和邀用权力行为的受，者，

经济用社会理事会，

铭记大会1985年11月29日第40/34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由第七届联合国 

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核准的《力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事者取得公理的基 

本原则宣言》，

忆及大会同一项决议吁请会员国和其他实体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执行《宣 

言 》所载的规定和减少受，情况，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宣言》执行情况的1989年5月240第1989/ 

57号决议，

法意到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各个筹备会议的建议

审议了《关于为罪行和溢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的从业人 

员指南》

认识到必領继续作出努力，以便实族《宣言》，并使《宣言》适合各种不同 

的需要，特别是适合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讨论情形见第三章。

见A/CONF. 144/IPM. 1-5和A/CONF. 144/RPM. 1、2、3和Corr.1,4和5, 

见E/AC.57/1990/C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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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别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必须不局限于国内的措族,特别是当涉及跨越国 

界的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者时，

1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者取得公理的基本

原则宣言》的报告;""

2 . 直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的各个实体和其他有关组织一起，以人道主义 

为目标，采取并协调必要的行动，以便预防和减少在国家补救措旅不足的情况下 

出现的严重受專现象，并且：

( a ) 监測形势；

( b ) 制定和实行一些解决冲突的办法和调解办法；

(C)便进为受，者伸张正义和获得补偿；

( d ) 帮助向受，者 (和) 受，者家庭提供物质、医疗以及精神上的社会 

援助；

3 . 直联合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研究所为发展和在国际上协调对受善者的服 

务而提供机制，并促进有关资料和意见的收集、整理和交流,以便改进处理受害 

者的标准；

4 . 直秘书长继续注意关于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者境况的政策和研 

究,并注意大会第40/34号决议得到有效执行；

5 . 建议会员国和联合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研究所采取必要的步壞,考虑到 

为此制订的标准培训课程，向处理受，者的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就有关受事者 

的各种问题提供适当的培训;

6. â 联合国各筹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秘书处技术合 

作促进发展部, 支持为建立受，者服务设族而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合作的方案,

7 . 盘秘书长进一步设想一些国际手段，在国内渠道可能不充分的情况下 

使受Ÿ 者得到申诉和补偿的机会，并向犯罪预防和控制要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报 

告这种手段的进展情况；

" E/AC.57/1990/30 

功 见E/AC.57/1990/NG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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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盘防止故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在他关于对人权遭到 

严重侵犯的受害者的补偿问题的研究中要考虑到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有关 

工作和建议；

9 . 童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建议广泛分发《关于为罪行 

和i监用权力行为受事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的从业人员指南》以及1986年5月 

在意大利锡拉库礼国际犯罪学高等研究所召开的一个专家要员会所提出关于执 

行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香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所采措旅的资 

料。 "

决议草案六

趣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大会1950年12月1日第415(v)号、1977年12月8 日第32/60号、1980年 

12月4 日第41/107号、1987年11月30日第42/59号1988年12月8 日第43/99号和 

1989年12月8日第44/72号决议，

并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7年5月28 B 第1987/49号和1989年5月24日第 

1989/69号决议，

铭记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许多决议中都重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大会十分重要，它作为全球性活动，在犯罪领域提供一个论坛，用以交流优 

先领域中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制订政策挟捧和发展国际合作，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继续筹备第A 届联合国顶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报

紛 见 E/AC.57/1988/NG0/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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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注意到1989年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各区域筹 

备会议的报告;""

2 . 核可秘书长在其振番^ 中提议的第八届大会的工作安播;

3 . 替扬第A 届大会秘书长在现有有限齋源情况下在筹备第A 届★会过程 

中作了重要的工作；

4 . 对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表示替赏，它作为第A 届大会的筹备机构提 

供了全面的指导；

5 . 赞同第A 届大会各区域筹备会议振告所载并经犯罪预防和控制要员会 

审查的各项建议，并建议第A 届大会予以核准；

6 . 核准经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和十一届会议审查的为第A 届大会 

准备的各个文件；

7 . 满意地法意到为拟在第八届大会期间召开的两♦讲习斑所作的第各工 

作，其中一个关于监外教养，另一 ♦ 关于刑事司法工作的电脑化;""

8 . 促请各国政府以尽可能最高级别参加★ 会 ;

9 . 直各国政府完成本国有关第八届大会的准备工作，包括提交国家报告, 

并考虑将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成员及国家通讯员列入其出席大会的代表团；

10. 欢迎在第八届大会期间组织专业团体的附厲会议

1 1 . 促请各区域委员会，各区域和区域间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各

E/AC. 57/1990/5和 Add. 1-5. 

A/CONF.144/RPM.1-5。 

E/AC.57/1990/5。

同上,G节。

同上,L节。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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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机构、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专业组织和专家参加第八届大会，

1 2 . 查定将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建议的各项决议草案**转 

递第八届大会。

决 革 案 七  

预防犯罪领城的振育、培训和公众认识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米兰行教计划》，该 

计划要求秘书长在与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後商下审査联合国各区埃和区城间 

犯罪须防和荆事司法研究所的职能和工作方案，以便确定优先事项以确保联合 

国对出现的需要表示趣续关切并作出明应， 《

^ 不断的审査和确定优先事项首先必须与正在进行培训劑事司法人员翁 

工作有关，使他们对当代的优先次序并提供有关的在职训练，

还深信充分有效地开展制定规范的活动应包括制定对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 

实际运用这些规范的措施，

认识到必须对更有效的预防犯暴活动给予优先重视，

重申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领导作用，

讨论情况见第五章，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 月 2 6 日至9 

月 6 0 , 米兰：秘书处编写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ÎÎ.86 . 

IV. 1 ) ,第一章， A 节，第 5 Ü )段。

《经济及社会理♦会正式记录,1990年,补编第10号 》(E/1990/31),第一章， 

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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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制定一项全面的工作方案，以便联合国在其制定政策、树立标准、作 

为交流中心等任务方面和友挥中枢协调作用方面，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来处理国 

际社会当前在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领城遇到的各种问题，该工作方案特别应该 

包括：

( a )制定课程设置和编写培训材料和手册的方案；

(b)促进协作性学术工作和出版物；

( 0 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和组织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 d ) 建立有关教育、培训和公众认识等各方面的资料库Î

( e )制作视听教材和其他培训工具；

(f)促进在培训和教育方案方面的闺际合作，包括提供笑学金、进修 

金和参观考察费用；

( g ) 同各研究中心和学术机构以及私营部门进行密切的合作，

2. f 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步驟以实施这些建议.

决定草案

2 . 犯罪頸防和控制委员会还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定革案Ï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振告和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C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

( a )注意到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振告；

( « 核可委员会第1 1 / 3号决议内载的要求， " 即秘书长向第八® 联会国 

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避大会m 犯罪激防和控制委员会题为" 需要设立有效的国 

际犯罪和司法方案" 的振告， 《供在其临时议程项目3 议题1 下审 i》;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第1 0 号 ;M  E/1990/31 ) , 第.

章， 节.

>• E/1990/31/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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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核准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睡时议程和义件如下，

犯雜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义件

1. 选举主，团威员，

2 .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方案和拟订和其他事项；

( a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活动的进度振告；

( b ) 对 1992~4997年期间中期计划的提议修正和订正.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区埃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和联合国各区埃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活动进展情况的报參

秘书长关于对1 992— 1997年期间中期计划的提议修正和订正的说明

4. 犯罪领防和别事司法的准则和规范 

文件

秘书长关于《米兰行助计划》和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 

会洛项结论和建议执行情况的振告

秘书长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执行情况，特8!1是囚犯 

的状况，为确保他们的A权包括教育和工作而作的努力，以及为此目 

的而发展的机制的报告 

秘^长关于死刑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振则》的执行情况的振告 

秘书长关于编写监欲教育准则和手册的进度报告

5 . 针对国际层面最严重的犯罪形式的协同行动

X W

秘书长关于设法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有想织犯罪和其他形式的跨国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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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包括采取更好的方法进行掛防合作以追査、扣押、冻结、没收 

和充公非法获取的资产的振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月24 

日第1989/70号决议第3 段，大会 1 9 8 9 年 1 2 月 8 日第44/72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拟订一•项刑事事项中的国际合作新义书提案的说明( E/19 

90/31/add . 1 , 第 66-69 段 ）

6 . 刑事司法工作，

秘书长关于，三次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和犯罪 

« 防战格的调査以及第四次调查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 9 8  4 年 5 月 2 5 日第1984/48号决议第4 段，和决议革案 

— )

秘书长关于使刑事司法工作电脑化的建议的报告（委员会第11/1 03 

号决议）

7 . 少年司法

秘书长关于执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败度标准规则》的进展情况的 

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 2 4 日第1989/66号决议）

8 . 联合国在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义件

秘书长关于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载于^ 1 9 9 0 / 3 1 / a d d . l号义件 

内所提建议的后续行动的报告（委员会第11/122号决定）

9 . 执行第A J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结论和建议，

文件

秘书长关于执行第八届联合国防犯 IP和罪犯待遇大会的结论和建议 

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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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筹备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離犯待遍大会，

秘书长关于第九届大会筹备活动的振告《大会第41SHO号决议）

11.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X #

秘书处关于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的说明

12.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C . 委 g 会提请理事会注意的决定

3 . 委员会通过以下的决定，提请理事会注意 :

第 11/101号决定• 提名联合@ 区城间犯罪细司法研究

所董事会成g *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提名联合国 

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成g 的说明（E/AC, 57/1990/7) , 决定选定下 

列人等为董事会成®候选人》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予以同意：Tolani aAauni (尼曰 

利 亚 ）• Pierxe-Henri Bolle ( 瑞士） Jose A. Alves da Cruz ( 巴西）愈 Shusil 

Swarup Varna ( 印度 ）•

第 1 l/ 1 0 2 f决定 . 城市内犯罪的颜防 * *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ë 会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愈罪犯待遇大会递送以下决议草案，供在临时 

议程项目3 ( 议题1 ) 下采取行动：

* 讨论情况见第二章• 

■ *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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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犯罪的预防

" 第八届联合国颜防犯罪棄^罪犯待遇大会，

" 忆及由第七届联合国颈防犯罪％罪犯待遇大会致通过的《来兰行动计戈0  ,，，

" 忆及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欧洲愈北美城市安全及犯罪预防会议的最后宣言，

" 又忆及由赫尔辛基研究所遵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 9 年 5 月 2 4  B 第19 

« 9 / 6  9 号块议编写的犯罪预防措施目录，

" 注意到所有国家都遇到犯罪问题 , 特别是城市内犯罪，

" 深信如欲减少犯罪 , 仅靠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作出反应是不够的，必须以一 

项积极的预防政策来补充这种反应，

" 认为任何预防政策必须首先在地方•一级 , 特别是在城市一级予以执行•

" 强调预防犯卷是所有人应予关注的事项, 特别是：

" ( a ) 各国政府应负责制定本国的颗防方案；

" ( D ) 必须联合主管住房、社会服务，娱乐活劲，学校，警察杀Î司法系统的那 

些人一同进行预防，以便制止产生犯罪的条件；

" ( C ) 当选的各级官S 必须运用其职务权力并承担起打击城市内犯罪的责任Î

" ( d ) 必须联社区的力量，确保更大的忍让，更大的社会正义愈更大地算重 

所有人的权利，

" 进一步强调各j g 政治领导人麻政府必须在其社会成g 中促进更大的团结互助， 

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支持当地发起的预防努力，

" 认为对犯罪的恐惧是所有公民特别是泊女老年人愈残疾人的一小间题 ,可是 

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恐惧与真正的不安全程度是不成比例的，

" 注意到导致犯罪的原因包括：

见 《第七届联合国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S15年 fi月 2 6 H 至 9 月 6 日 

来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2), « 6 • 工V. 1 ) , 第一章，A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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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 货困，失业，无法以合理赛用得到像样的住房加教育系统不适当；

"(b)越 来 越 多 的 公 民 没 有 社 会 融 合 前 景 ， 加 上 社 会 不 平 等 现 象 的 恶 化 ；

« ( c )社 会 纽 带 和 家 庭 纽 带 的 松 僻 ，加 上 由 于 生 活 条 件 的 关 系 使 父 母 教 养 子 女  

经 常 变 得 更 加 困 难 ；

" ( d j 人 们 移 居 城 镇 或 移 居 别 国 的 困 难 条 件 ；

"(e)原 来 的 义 化 特 性 被 毁 灭 ，加 上 种 族 主 义 来 歧 视 ，有 可 能 导 致 在 社 会 ， 保  

健 愈 就 业 领 城 的 不 利 地 位 ；

"(f)市 区 环 境 的 变 化 开 辟 了 没 有 任 何 街 区 设 施 的 住 宅 区 从 而 促 使 犯 罪 Î

在 现 代 杜 会 中 ，有 些 人 难 以 适 当 融 合 到 他 们 的 社 区 ， 家 庭 或 学 校 之 中 ， 

以 及 难 以 认 同 于 某 种 义 化 ；

" 0 D 吸 毒 成 瘾 ，这 种 现 象 由 于 上 面 所 述 的 因 素 而 促 使 其 英 延 ；

"(i)有 组 织 犯 罪 活 动 的 增 多 ， 特 别 是 毒 品 贩 运 勃 接 收 偷 来 的 财 物 ，这 种 活 动  

需 得 脚 来 自 社 区 内 的 协 助 才 能 成 功 ，

"认 为 这 些 问 题 是 牵 涉 各 小 级 别 的 责 任 （国 际 ， 国 家 ， 区 城 ， 地 方 愈 ♦ 人 ）并  

受 到 各 种 因 素 （历 史 ， 政 治 、 经 济 ， 义 化 ， 心 理 細 道 德 因 素 ）的 影 响 ，

" 相 信 预 防 犯 罪 愈 减 少 不 安 全 的 有 效 政 策 只 有 通 过 在 所 有 这 些 领 滅 和 在 各 小 级  

别 采 取 认 真 而 同 步 的 行 动 才 能 成 功 ，

'‘深 信 有 必 要 在 地 方 海 国 家 级 别 , 通 过 合 作 来 发 展 基 于 伙 俘 关 系 的 工 传 方 式 ， 

使 所 有 负 责 人 能 够 分 析 所 遇 到 的 困 难 ， 拟 定 敦 的 、 有 用 的 对 策 ，

" 又 深 信 必 舰 使 警 察 ， 法 官 、 社 会 工 作 者 ， 医 生 ， 教 师 ^^各 种 有 关 的 专 业 人 房  

得 到 多 学 科 的 培 训 ，

" 1 • 建 议 会 ë 国 在 下 列 各 方 面 采 取 必 要 的 步 胰 ：

" ( a )童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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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制定有关所有幼;t 的政策，包括：

" a . 产前产后的照料愈对泡婴的营养补助；

" • b . 向幼童提供保育设施和教育的适当安徘，以及针对他们的指导培育 

方案；

" C • 援助单亲家庭的政策Î 

« ( b ) 青年 :

" H 通过便青东人积极参加与社区生活和得到关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的适当教导，培养青车人的公民品德；

" ( = ) 使青年人参与执行犯罪预防政策，特别是与家庭生活，保健* 娱 

乐活动，培训愈就业有关的犯罪预防政策；

" 曰 向 青 # 人提供良好的教育A 获得必要资格以进入职业市场或在专 

业上有所建树的机会；

" ⑩鼓励各企业向学业无成或有障碍的人提供合适的工作；

" ⑥ 作出特别努力恢复两代人之间的联系；

" ( c )家庭 :

" H 通过教育方案，援助安徘愈使暴力行力归入刑，案件，促使控制 

家庭暴力系Ï各种侵香行力的各项战略完全结合起来；

" ( = ) 特别是制止在传播媒介上面描绘此种暴力行为；

" ( d j 住房愈城市发展 :

" H 确保住房机构设法使人们得到各种有益的服务使之生活满意，并 

让他们参与这些服务的管理、提供細规划 Î

" ( = ) 将安全方面的考虑列入城市规划愈改造方案之中Î

" ( e )预防吸毒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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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合 执 法 措 施 愈 治 疗 吸 毒 成 瘾 者 的 安 徘 ， 制 订 前 后 连 貫 的 预 防 制  

教 盲 战 略 以 作 为 打 击 吸 毒 成 瘾 的 手 段 ；

" a 在 各 级 学 校 组 关 于 吸 毒 问 题 的 宣 传 活 劲 ；

" 曰 教 导 所 有 参 加 社 会 方 面 间 题 工 作 的 人 了 解 吸 毒 成 瘾 的 间 题 ， 特 别  

是 鼓 厥 他 们 听 升 吸 毒 者 的 心 声 Î
**(f)警 察 :

" H 确 保 警 察 的 基 本 任 务 之 一 是 预 防 犯 罪 ， 而 要 执 行 这 项 任 务 ， 它 必  

须 采 取 有 公 民 翁 社 区 组 织 参 加 的 预 防 行 动 ；

" a 鼓 励 警 察 更 密 切 地 与 公 民 协 作 ， 并 加 强 他 们 与 当 地 其 他 官 @ 的 合  

作 ， 以 便 减 少 不 安 全 感 ；

'(g)受 害 者 :
" H 设 法 使 公 民 受 到 警 察 翁 司 法 人 § 的 妥 善 接 待 ，使 他 们 知 道 对 他 们  

所 提 出 的 申 诉 采 取 的 后 结 行 动 ， 使 他 们 能 够 从 具 体 的 司 法 措 施 中  

得 益 并 有 权 获 得 补 偿 Î
"仁） 设 置 每 ♦ 受 著 者 都 能 筒 便 ， 迅 速 翁 免 费 得 到 服 务 的 搂 助 受 害 者 机  

构 Î

"曰 设 立 调 解 机 制 用 以 频 防 冲 突 ， 减 少 其 影 响 或 防 止 其 升 级 ， 同 时 确  

保 不 对 受 害 者 施 加 压 力 ；

( h ) 通 过 刑 ， 司 法 预 防 累 犯 :
" H 特 别 注 意 Æ 轻 罪 犯 及 其 在 社 会 的 重 新 安 置 ， 义 其 要 提 供 方 便 让 他  

们 得 到 各 种 形 式 的 教 育 、 社 会 援 助 ， 培 训 ， 保 贫 ， 就 业 安 置 愈 住  

房 ；

" « 通 过 制 裁 手 段 的 多 样 化 杀 1尽 量 避 免 监 禁 来 寻 找 有 效 的 刑 法 对 策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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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曰 若 为 监 禁 ，则作出特别努力，避免过份孤立罪犯和割断其♦人或 

文化联系，通过与地方合作机构的合作安排在监狱中提供更多的 

保焚、教盲，文化^ 运动A 娱乐设施；

" m 通过使之更好地得到各种公共服务，使罪犯在释放时尽快得到重 

新安置Î

通讯：

" H 让公民了解地方杀I国家一级的预防方案及其成果；

" 2 . 提请会§ 国注意下列与国家一级较为有关的措施：

" ( a J 邀过确保定期愈及时提供资金淑允许不断进行调整的国象政策，鼓励各 

城市作出努力；

* * (b )努力消除贫困愈失业；

" (C) 在国家预防犯罪政策中纳入专门针对青少年愈儿童的方案；

" ( d J 确保协调各公共机构以及公私营部门企业之间的預防努力；

" (e) 考虑到在执行打击犯罪活动方案中使私人安全部门得到增长Î

« ( f ) 开展研究杀1散播其成果，建立关于有效控制犯罪的技术的数据库，向地 

方官S 提供技术援助；

" 3 .  _̂ 会 ë 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各区域杀1区城间机构及非政府组级的协助下， 

加强它们在预防犯罪领城的合作，特别要：

" ( a J 加强国家间的技术翁科学合作，以便

" H 制定它们自己的控制犯罪政策；

" a 发展国际合作活动;

" 曰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鼓助执行预防方案的城市进行交流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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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遂秘书处增进其发起翁协调作用，特别要：

" ( a j 鼓励命协调各区城和区城间研究所的工作，以期组纽更多的会议愈交流, 

并加紧研究杀1培训 Î

" ( W 为评价旨在打击犯罪的公共政策制定手段；

" ( e i 发展国际数据库，使各国所有地方官ê 知晓打击犯罪的一些试点方案；

" 5 秘书处宣传本决议的目标，特别要使它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散播，并向

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报告会S 国执行本决议的情况， "

第Ü/103等决定 . 刑事司法电脑化 *

1990年2月16日第11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递送以下决议草案，供在睡时 

议程项目4(议题2 )下采取行动：

"刑事司法电脑化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忆及大会1989年12月8曰第44/72号决议,其中谈到刑事司法电脑化问

题，

" 并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关于发展犯罪和刑事 

司法资料和统计系统的第9等决议 , ‘°

"还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年5月21日第1986/12等决议，

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关于有关监禁问海、其他 

刑 事 监 外 教 养 办 法 的 刑 事 司 法 政 策 的 区 域 间 筹 备 会 议 在 1987年5月 

18曰至22日于波兰波波汰举行的刑事司法资料系统电脑化 : 现实、方法、前 

棄与效应欧洲研讨会的基細上提出的关于刑事司法工作电脑化的建议，

*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见《第七届联会国预防犯革和界犯待遇大会,1985年8月28日至9月6曰，米至》(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 IV. J ) ,第一章,E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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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犯罪对个人人身安全及其所享有的人权构成严重的问題，从而 

影响到生活质量和危及发展的进程，

"并意识到刑事司法工作方面的低效率、不平等或失误本身便会侵犯到 

个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

" 承认刑事司法工作电脑化在协助刑事司法的有效和人道管理以及编 

制统计提供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的数据使各国政府和  

国际社会受益方面是一个重要机制，

"并承认对国内和国际犯罪的与日俱增寄要加强国际合作，

拟在第A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刑事司法工作电脑化讲巧 

班和研讨会将会为确定有关这一问题的可行政策选择提供经验交流的道当 

机会，

" 认识到促进会员国间刑事司法工作电脑化的工作需要加强各种技术 

合作活动，

"雜调全体会员国在刑事司法工作和电脑化方面所面临的共同问廣，并 

强调Ü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通过提高国际一毅的资料交换能力在电脑 

化过程中从这类国际合作中受益，

" 注意到技术合作需要有大量的专门知识和资源以及新的后勘管理安 

排，以逃速提供与刑事司法工作电脑化有关的各种服务,
"1. 秘书长在凭借现有资源和现有专业知识不能进行本决议所提

各项活动情况下，拟订各项建议提交政府、政府间部门和私官部门財团中的 

潜在捕助者，请它们提以供这种资金和专门知识;这类建议应包括试点项目 

用以表明这些活动的价值和可行性，并以此为基ÎÜ{来确保从各种不同的来 

源获得长期资源支助；

"2. 书长与区域和区域间研究所网合作，通过下列办法加强全球

性犯罪和刑事司法信息资料网：

(a)编写和分发适当的出版物、报告和新闻倚报；

(b)不间断地姐织各种区域和区域间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

( C )保持个人和组织的最新名册，以作为国际技术合作基üU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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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辅；

(d)通过利用电子信息闻加强会员国之间的联络；

"3. ^ 书长同区域和区域间研究所系统网合作，制订刑事司法系统 

化和电脑化技术合作方案，以便提供培训、评佑需要情况；制订和实施具体 

项目，并就所取得的结果向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报告； 

" 4 .还请秘书长成立有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支持的国际专家组，定期 

向秘书长振告,专家组将有区域间代表参加，它负责：

(a)审查和评价各国在刑事司法电脑化方面的经验；

(b)负责技术合作方案的制订事宜；

(c)监测技术合作方案的各项活动；

( d )将可能从政府、政府间部门和私营部门各类捕助者处得到的 

资金和服务情况通知会员国；

(e)将会员国对援助需要的情况告知这类捕助者；

(f)同私营部门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有关专家进行邊商；

"5-要求应将关于会员国在系统化和电脑化方面的经骑资料充分包括 

在内，并应在全球犯雜和刑事司法信患两中为会员圉间一般性实质资料交 

流提供必要的便利；

"6.促请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尤 

其是联合i i k 计剑署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以及私营部门中那些有技术合 

作方案的有关实体，考虑在这类方案中对刑事司法系统化和电脑化项目给 

予高度优先地位；

" 7 .还促请会员国在为全球犯罪和剂事司法信息网、技术合作方案及

国际专家组工作的寒资对秘书长给予协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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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04等决定 . 从发展角度进行犯罪预防和别事司法国除合作*

1990年2月 16日第11次会议上,犯舉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 

理♦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递送以下决议草案，供在临时 

议程項目3 (议题 1 )下采取行动：

"从发展角度进行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国际合作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華犯待遇大会，

"重申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所有国家承诺按照 ’《联合国宪章》遵守 

其所承担的义务，

"深信从发展角度来看犯罪预防和剂事司法间题应以遂守《加拉加斯宣 

言 :T 《米兰行动计划》4* 、《从皮展角度和新的国标经济秩序角度来看犯罪 

预防和别事司法问题的指导原则》‘ 以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大会的其他有关决议和建议所载的原则为目标，

"忆及大会1988年 12月8 日第43 /99等决议,其中睡调会员国必敛继续作 

出一致而系统的努力，加睡《米兰行动计划》中确定的犯罪预防和剤♦司法 

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便使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可行的 

和建设性的着眼于行动的预防犯罪战略，

"又忆及經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 4日第1989/68等决议，其中理事 

会重申其深信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领域的方案的重要作用以及有必 

要加强该方案以便使它充分适应会员国的寄要和期望，

"通过附于本决议的各项建议并将其提交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审议。"
* 讨论情况見第四章。

♦»大会第35/171号决议, 附件。

« 見《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I I 和罪犯待遇大会 , 1985年8月26曰至9月6曰，米兰K 联合国 

出版物，出11品族旁,E .8 6 . IV .1 〉, 第一章 , A节。

« 同上, 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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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从发展角度进行犯罪预防和 

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建议

A •从发展角来看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问题

1 • 各国政府应当重申其承诺，算重现有的国际条约 ， 并遵守《联合国宪章》 

和其他有关国际文书中表述的原则• 还可以由确保不精牲那些原则来预防犯罪 .

2 • 会员国应通过遵守和促进国际关系中的法制来如强打击国际犯罪的斗♦ ,  

为此目的，它们应完成并进一步发展国际刑法，充分执行由这领域的国际条约和 

文书所产生的义务（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并审查其本国的立法以确保其符合国际 

刑法的需要。

3 . 各国政府应优先重视颂布和执行适当的法律和条例，特别是通过安徘适当 

的合办法和经过幼1练 év人员，控制和打击跨国犯罪和非法的国际交易。 还应重 

新审査本国的法律，以便不仅通过执行剂事处罚而且通过民，或行政措旅， 确保对 

新形式的犯罪活劲采取更有效和更充分的对策。

4 . 鉴于由各种来源导致的对环境的越来越大而且惊人é?枝怀，应当作为一巧 

紧急事项，使国家、区域和国际方面日益增大的污染以及对环、境的不当利用和破坏 

得到确认和控制•除了行政法律措施和民法规定的赔偿贵任外，刑法作为有助于实现 

此种控制的一嗔手段，其作用应不断加以审査。 应考虑是否适宜草拟一份防止生 

态罪行包括刑法的作用在内的指导原则《

5 . 鉴于在国际贸易和商业中， 已有人使用先进技术和专门的技术知识，激用 

钱行设旅或结税收法和海关条例的漏洞来进行犯罪活劲，包掠通过电脑进行欺作行 : 

为，因此，执法人员和开I事司法人员应受到适当的训练，应用充分的法律和技术手. 

段来侦察和调査此种犯罪行为。 应确保与国家一级的其他有关机构进行协调和合 

作，进一步增强其能力。 还应继续发展和加强各国剂♦司法系统各机构之间进行 

国际合作的直接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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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由于甚至合法的企业，组织和 i办会有时也会卷入影响® 民经济的跨(g犯罪 

活动，因此各s 政府应采取措族控制此种活劲， 各SiEjUî?还应从各种来源收集 

情报，以便得到确诸的根据来依软和处巧卷入此矜犯罪活^^的企业、纽织和协会和/  

或其人员，以期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行为。

7 . 应当注想许多国家商无适当的法律来处理新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所 

以虽需通过和实族适当的法规和措族，防止此类犯罪活劲《 在这方面，应鼓励义 

流现有法律规章的.资料，以便于散播和采取适当的措族。

8 . 因为政府官员的贪汚舞鲜行为会破坏政府各种方案的海在成效，访碍发展， 

并使 fv人和团体受害，所以极为重要的是各国应(SÜ 审查本国刑法，包括程序法，是否 

作出了适当规定，以便对付各种形式的贪污受贿以及皆在协助或便利贪污的有关行 

为，并规定可采取确保起到震摄作用的制栽办法；( b ) 建立行政和法规机制，防止 

贪污行力或滥用职权； 采取办法债破、调査和对贪汚腐化官员判剖定罪Î 0 》

创立法规以没收贪污所得资金和射产； 对卷入贪汚案的企业采取经济制裁，社 

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处应协调编写些材料，协助各国 

进行这些工作，包括编制一本打击貴污行为的工作手册。并应为法官和检察官提供 

特殊培训，使他们能够处理贵污罪行的技术问题， 以及吸取处理此种案件的特别法 

庭的经验 .

9 . 注意到非法贩运麻餘巧品和精神药物造成的偉人威路，而且形成了人类面 

临的一种最可怕的?£辱，并注意到联合国麻餘品營制单位和机构在此领域采取的行 

劲，人们仍感关切的是，尽營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级别进行了各种努力，这种现 

象依然有场无已，因此，重要的是在所存犯暴预防和开j事司法计划和方案中，应把 

打击此类犯取的工作放封中心地位• 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务中心预防犯雜和刑 

事司法处在这方面的工作应予加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专门的拔助，使它们执 

行麻黎品邀用管制方案并振定协同预防和控制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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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应鼓励特别是在区域和分区域级别遂渐制订综合的示范法典，用以打击跨 

国和国际范围的犯取》 还座作出努力热调各国的剂法，以便使其充分适应于这种 

犯罪的现实倩况》 应寻求作出一些实际的安排 , 例如弓I 波、刑黎司法协助以及分 

享和交换专门知识和情报等。 应充分注意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以尽量减少越境 

犯罪的后果，包括这种犯罪对未直接卷入的国家的

1 1 . 应制订适当的教，政策，通过正规的教育系统和一般的宣传方案，使各会 

员国的人民更敏游地注意到这一间题，提高认识，更好地了棘避免遭受犯罪活动之 

害的方式方法，并使公众熟识剂事司法系统的目标和程序 .

1 2 ，认识到需要有具住的预防措施对付诸如塞窃、抢劫和街头犯罪參类别的罪 

行，应由联合国在对各种预防措施在各种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的有效後 

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编制一份预防措族 '汇编 .

1 3 。对于罪行和爐用权力行为的受替者，座编制一份载有宣传教有防止受害和

保护，援助和赔偿受，者的措施汇编的指南该指南应按照各国的法律、社会文 

化和经济情况加以实族，同时考虎到非政府组织在这敏域的重要作用。

14 •鉴于刑事司法系统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垃在社会正义和社 

会愿望的总范围内，在使各项刑法和程序、判开I政策和其他处置办法遂渐合理化和 

人道化的基础上，发展开1， 司法系统.

1 5 。 为了把预防犯罪政策纳入国家的发展规划， 应采取有系统的办法进行犯罪 

预防的规划，首先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实质性的刑法和程序法作一次全面的评价.这 

一方法包括引进非罪行化、不子剤事处分和转送教改机构的过程，以及进行程序上 

的改革，确保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审查现有的政策以评倍其所起的作 用 . 它还包括 

在刑事司法系統与其他发展部门之间，包括与教育，就业，保健，社会政策和其他 

有关领域建立适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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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审判程序应适应于社会的文化现实和社会价值观念，以便在其所服务的社 

会范 ffl内得到理解并行之有效. 在审讯过程的各小阶段，都应确保算重人权，平 

等，公正和一贯性的原则 .

B . 国际、科学和技术合作

17 . 为了加强预防犯罪和开1， 司法领坡国际合作的有效性，应在以下方面作出 

协调一致的努力：（a ) 批难和执行现有的国除公约 " ；f b l 制定双边和多这的公约；

正如《从发展角度和新的国际经济角度来看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问题的指导廉 

则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 月 2 6 B 至 

9 月6 B , 米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 6 . 工V • 1 》第一笨， 

B I T . 第 3 6 段，脚注 6 〉中所指出的，这令已有以下一些公约承认了犯罪预 

防和刑事司法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 大会第2 6 0 A ( I I I ) 号决议）；《禁止缴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 

淫公约》（大会第3 I 7 ( I V  )号决议》Î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富罪行国际 

公 约 》（大会第3068 ( X X X I I I》号决议》； 《关于防止和借处侵專应受国际 

保伊人员包括外交代廣的罪行的公约》（大会第3 1 6 6 ( X X V I I I》号决议，附 

件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大会第3 4 / 1 4 6 号决议，附 件 》；《保 

护人人不受酷开i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f 大会第 

3 4 5 2 (XXX》号决议》Î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大会第3 4 / 1 6 9 号决 

议，附 件 ）； I 9 6 3 年 9 月 1 4 日于东京签订的《关于在飞机上进行犯罪和 

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联合国， 《条约集 第 7 0 4 卷，第 1 0 1 0 6等，

第 2 1 9 页 》； 1 9 7 0 年 1 2 月 1 6 日于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 

空器的公约》（联合国《条约集》, 第 8 6 0 卷，第 1 2 3 2 5号，第 1 0 5 页 ）; 

1 9 7 1年 9 月 2 3 日于蒙特利尔缔结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 

行为的公约》〔以及1 9 7 1年 9 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航空 

法国际会议的《最后文件》）（联合国， 《条约集 》，第 9 7 4 卷，第 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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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编制供国家、双这、 多速，分区域，区域和区过间各级使用的示范条约和标准,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应研究拟定一项开合作的综合性国际公灼，其中可综合此 

領域现有的和梭议中的各项条约，包括引渡，互助，移交外国囚犯、对有条件判刑 

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的转移监替，以及执行剂，审判和法院作出的关于没牧曲法资 

产的决定 .

1 8 。在制订国际文书、标准和准则方面，应包括人们关注的下述具位领域：(a) 

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的条约，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条 

灼，其中应规定按照请求国的要求获取证据的办法；化） 制订要求引液和互助的申 

请书标准格式；( C ) 制定向罪行和温用权力行为受專者提供援助的办法，着重实族 

《为罪行和邀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以及制定向证人提 

供充分保伊的办法； 进一步考虎跨国司法管辖的问题，以有助于对引渡和互助 

的要求作出反应，并有助于执行有关的国际公约；（e ) 针对報行保密问题拟定図际 

协助的标准，以便于扣押和没收由于犯罪行为所得存在钱行帐户中的收益， 特别 

是，应促请镇行机构使其报告要求和文件达到称准化，以便可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利 

用報行提供的报告书和文件作为证据 . 还应研究提出更如有效的国际标准，胆止 

以洗钱方式处理与犯罪活劫，诸如贩毒和恐怖主义等有关的金钱和投资*

" ( 续）号 第 1 7 7页 ）；经由《修 订 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 1 9 7 2 年议定 

书 》修正的《 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联合国， 《条 约 巢 第 9 7 6  

卷，第 1 4 1 5 1号，第 1冗 》； 《 1 9 7  1年槽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条 

约集》，第 101 9卷，第 14956等，第 1 7 5 冗 》. 1 9 8 8 年 1 2 月 1 9 H  

于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黎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 E>^OÎ5fF 

8 2 / 1 5 和 c o r r . 2 》也承认了开展这种合作的必要挫.

" 大会第4 C V 3 4号决议，附件，



E/1990/31 
E/AC.57/1990/8 
Chinese 
Page 40

19 .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iÜ际，1Ü家和私营筹資机构应协助 

联合国建立一♦ 全球犯罪预防和剂事司法信息网。 促请会贞国以资助设备和专家 

知识为此工作作出贡献。 还应考虑吁以提供和经常交流都些奥别的别事司法数据 *

2 0 。根振联合Ë 各有关机构的许多决定和决议，包括五年一届的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决定和决议，应采取措旅，在双适和多边的基础上，加强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城内国际技术和科学合作的方案，作为更加广泛的发展方案的实 

质性绍成部分，这种合作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以及特别是其中许多国家 

内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偶使结构性不平等的增大和犯罪活动的增多。

2 1 。为了制i丁和发展适当的国际，技术和科学合作区城战略和区域间战略，打 

击犯罪，提高昧范和剂事司法活动的有敢性，技术和科学合作方，应特别致力于：

(a)如强剂事司法机构的技术能力；03、 提高刑事司法系统各♦郁门的人力和技术 

条件，以便在联合国各区城和区城间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以及有关的韭政府 

鲍织的密切合作下，促进技术援助， 举办示范项目， 研究活动和培训方案；（e、 进 

一步发展和改善国家、区域，区进间和国际各级的资料， ， 以收集， 分析和散播 

关于犯罪趋势的资料。 关于犯罪预防和控制的新方法、关于刑事司法机构的工作 

等情况，以便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方案提供适当的依播；(d) 通过教盲方案和培训活 

动，促进执行联合国有关刑事司法的准则、指导方针和标准Î (e> 就共同关注的犯 

罪问题制定和执行联合战略和合作安排 *

2 2 。 作为联合国在此领城活动的协调中心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 

犯罪和剂事司法处，联合国各区城和区域间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诸如阿拉 

伯安全研究训练中心等舍作实体，区城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咨询服务处以及具有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經奴，都应得到加强， 从而扩 

大活动范围，改善协调，使技术和科学合作的形式和方法多样化，

23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贞会是主管频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事务的主要机构，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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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联合国各屈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筹备机关，应进一步得到加强，以便它 

能够承担其重要职责，

2 4 .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处是联合国系统内对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负有全面责任的唯一专业机构，应在人力和财力上加强其能 

力， 達需迅速实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大会与此有关的各项决议， 尤其应优 

先重视执行大会第4 2 ^ 5 9 号决议第4 段和第5 段，该段核准了载于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 9 8 6 ^  1 吾和第1 9 8 7 / 5 3号决议的关于联舍国在预防犯罪和别事司法領域 

的活动和工作方案的建议( E / 1 9 8 7 / 4 3 ) . 并请秘书长确保以充分资源支持该工 

作方案：还应优先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7 ^ ^ 3 等决议第3 (al段，其中请秘 

书长将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处发展为一个预防犯罪 

和开j事司法领域的专门机构和便进机构， 还应注意执行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其他有关决议以及第八届大会各区城筹备会议以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提出的 

建议•

2 5 .联合国各区城和区城间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应进一步发展其自身的 

研究、培训和技术援助能力， 扩大其合作联系网，更广泛地依靠韭政府组织和国 

家研究和教盲机构，从而满足发展中国家不新增长的技术和科学援助要求， 有关 

国家政府，有关的区域机构和组织以及联合国各实体，应积极协助联合国各区域和 

区域间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特别是联令国非洲区城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 

究所，协助它们加强其地位并进一步促进其各项活动•

26 . 应请各国政府直接地或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为它们区域 

建立区誠咨询服务处提供资金，以进步发展和补充此领域现有的组级机构 * 应 

殷励和支持各区城委员会作出同样的努力，

27 . 应特别注意加强社会发展和人道主父事务中心颁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处同开 

发计划署，联合国秘书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世界報行以及其他有关机构之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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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开司法领域的合作关系，以确保预防犯罪和开I事司法的技术合作活动 

得到充足的資 源 . 有关国家政府应优先把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项目列入提请开发 

计划署支助的国别方案和区域方案内.

2 8 。为了全面执行预防犯罪和开j事司法方案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并为此领域的 

国际合作事务提供更多的技术和科学专门知识和资源，需要韭政府组织更如广泛的 

參加和协助，

29 . 请各国政府和其他筹资机构向联合国社会防伊信耗基金提供揭敦，从而使 

联合国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实族此领域的技术和科学合作方案，

第 1 1 / 1 0 5 号决定， 刑事司法的管理和

到决政策的制定 *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审议了提议的 

引渡示范条约（E//AC. 57/1990/5/Add. 2 , 决议草案一），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递送以下的决议草案，供在临 

时议程项目4 ( 议题 2 ) 下采取行动：

" 开j事司法的管理和判决政策的制定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所通过的《米兰行动计划》"  

建议应继续重视改善刑事司法制度，使它们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俘 

和需要，

«
讨论情况见第© 章。

' 见 《第七届联合国頸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 月 2 6 日至9 

月 6 日，米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 1Y. 1 )第一章 ,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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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第七届大会通过的《从发展角度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来看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的指导原则》" 强调不应把预防犯罪和开j事司法问题 

看作是孤立的问题，可以用零鼓碎打、筒单化的办法来处理，而应把它们看作 

是复杂和牵涉面极广的问题，需要有系统的战略和区别对待的办法，

" 意识到第七届大会在其有关刑事司法制度的第8 号决议中建议会员国 

制定和实施适当的刑事司法人员培训方案，并请秘书长为设立则事司法系统各 

部门人员的培训方案制定指导方针，

"念及第七届大会在其有关犯罪和刑》司法资料和统计系统的发展的第9 
号决议 " 中请秘书长开展有关在刑事司法中使用资料系统的工作，并 请 有 关  

会员国规定适当的措施以便加强在刑事司法制度的各小机构间交换资料，

" 考虑到第七届大会在其有关囚犯状况的第1 0 号决议 " 中 指 出 《囚犯 

待遇最低眼度标准规则》" 促使会员国制定了保障囚犯利益的政策，

" 还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6 年 5 月 2 1 日第198 6 / 1 0  

号决议第十一■节中特别请第八届联合国激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审议有关监外 

教养办法的问题，

"深信出于包括下述各点在内的一些原因，刑事司法工作是联合国会员国 

所关切的一小事项：

" ( a )只有当刑事司法系统得到良好的管理时，才能为改善局面作出合理 

的变革；

"(b)刑事司法系统管理不善，可能会造成长期拖延候审等某些巧惯做法， 

使其案件正受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那些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 ( c )管理不善可能导致资源的分配不当，

秦8
同上，

同上，E 节。

见 《人权：国 际 文 书 编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8* XIV, 1), 
G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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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审议与监禁的管理有关的问题莫 

定了基础，

" 深信资料系统是进行有效管理的一小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且，在许多情 

况下，这种系统采用电脑能够提高系统的整体效能，

" 但是，铭记在一个复杂组奴的一部分采用电脑,各个方面几乎都会涉及 

到费用和危险，

" 强调会员国可以从其他管辖范圓所取得的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也可以 

通过分享有关款件和硬俘的资料来相互秦助，

" 还强调在处理社会上犯法行为时, 应把到法和刑事司法程序看作是最后 

采行的手段，

"确认目前在大多数国家虽然监禁并不是大多数刑事案例中实际运用的制 

裁，但它是大多数刑事立法所强调的制裁，

" 强调会员国应制定具有减少世界各地监禁人数的作用的明确判决政策,特 

别是针对相对较轻的犯罪行为，

“ 认识到打击犯罪的有效措施绝大多数是属判决程序之外的，到决本身既 

不能被视为是目前犯罪程度的原因，也不能被视为是今后解决犯罪问题的办法 ; 

虽然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目标之一是减少犯罪，但判决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上 

犯法行为作出公正和适度的反应来帮助这一进程，

“还认识到一小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判决政策将可提供保持法律权威和促 

使人们尊重法律的制裁，从而为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

" 又认识到判决只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阶段 , 同样，监禁并非只是法官 

对触犯法律者作出判决裁定的一个结果，

" 通过以下关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进步行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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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的适用

• 建议会员国应考虑采取下述行动：

( a ) 研拟各种方法，尽可能减少刑事司法系统对社会成员生活的干

预；

« ( b ) 设立一个程序，以鼓励检察官以及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其他官员

支持解决纠纷和争端的方法，如通过调解和赔偿等；

" (0) 承认允许诸如检察官等当局从刑事司法系统中肺除某些类型的 

案件，从而避免总是进行正式指控的做法是可取的；

" ( d ) 在有适当的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力在处理犯法行为中公平使用 

较刑事司法系统惩罚为轻的方法制定指导方针；

“ B . 确保公正的待遇

" 2 . 建议为了尽量减少因对尚未定罪者进行刑事惩罚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会员国应考虑以下述各点为目标采取行动：

“ ( a ) 缩短开始刑事诉讼程序到案件最后解决之间的时间；

" ( b ) 根据无罪推定的一般性原则，尽量减少候审拘留的人数。特别 

是应致力颁布立法，规定只能出于下述合理的原因才能在审判前拘留这些 

人：认为他们将不出庭受审、他们可能再犯其他严重的罪行或他们将严重 

干扰司法工作的进行或者他们因与指控有关的其他重大因素而应被拘留；

*• ( C )确保那些已受诸如罚款等形式的非拘禁制裁的人，不会仅仅因 

为他们未服从原来宣判的制裁而被监禁；

" ( d ) 制定各种办法和政策，向判决法官提供一切有关判决的资料和 

建议。 这种资料可由被告，检察官或法院的代理人（例如以判决前调查 

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供；



E/1990/31 
E/AC.57/1990/8 
Chinese 
Page 46

" 3 , 还建议会员国应促进制定适宜的政策和方法, 以确保以公正、有效 

和始终如一的方式实行制裁，并确保向判决法官提供关于这些制裁实施情况的 

资料和使法官了解他们可作出的制裁的性质、作用和代价；

" 4 . 又建议应根据囚犯的工作经艘以及监狱的制度为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 

并应鼓厳为刑满释放的囚犯制定特别的社区方案，同时还应采取特别措旅来处

理和改造屡教不改的罪犯；

“ C . 判决政策

" 5 . 还建议会员国应设立各种机构和制定有关的程序, 其中包括与司法 

机关和其他有关的刑事司法机构建立有效的联系，以确保：

" ( a ) 编写特别与判决原则有关的示范性说明书，以向判决法官提供 

指南，并便利罪犯、受. 者和广大公众理解有关的案件、判决过程以及所 

作出的裁决；

"(D》 在制定上述原则时，应考虑到可用它们來评估个别判决是否适

当；

" ( 0 ) 评价判决是否达到这些原则为其所规定的目的；

" 6 . 又建议在依上述第5段提及的方法设立机构和制定程序时,会员国 

应考虑下述各点：

" (a) 针对某一案件判刑的责任应完全由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机关承 

担，而不应受到政府或其行政机构的影响和于预Î

" ( b ) 应在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支助下制定和执 

行公正和前后一致的判决政策，并应動情将这些政策通过立法表现出来；

" (0) 判决的严厉程度应以表示社会对所涉行为的遗责和确保社会不 

受最危险的罪犯为，为限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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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应有一系列的制载，以使判决法官能够从中选择最适合者，同 

时铭记下述各项指导方针：

" H 只有当存在明显的理由确信社区制裁不合适时，才能作出 

监禁的判决；

" « 在选择严厉程度相同的不同制裁形式时，应考虑到改造罪

犯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其他成员和整小社会的代价和利益 

等因素；

" ( e ) 监禁应作为最后一'种制裁手段加以使用Î

" ( f ) 只有最严重的罪行才应被排除在社区制裁的适用范围之外；因 

此，除最严重的罪行之外，对所有其他罪行都应提供各种程度的一系列制 

裁；

" ( g ) 应对特殊类别的罪犯，诸如孕妇或有婴幼儿的母亲，限制使用 

监崇制裁手段，并应特别努力设法避免对此类罪犯扩大使用监禁作为制裁 

办法；

" D . 监禁的管理，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下

“ 7 . 建议为了加强《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实旅，应付世界范 

围内许多监被管理当局目前面对的日益严重的人满为患逸机和其他各种问题， 

并促进本着负责的精神从举管理工作，会员国应考虑采取下述行动：

" ( a ) 制定尽量减少使用拘押和拘留的政策和战略， 应根据其本身 

的情况来制订和评价这种政策，而不应受拥挤问题的影响Î '

在囚犯人数过多的地方，应在社会条俘允许的情况下实行大故 

以及故免或其他专门旨在减轻这小问题严重性的实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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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 制定政策和程序，以便在有证据证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 

规则》没有得到执行时，对监报的管理政策和做法进行司法审查和有效的 

外部掠制；

• " m 为《囚犯待遇最低暇度标准规则》所包括的领域制定具体的业

务标准和一致商定的用于评价的指示数， 应情定量地表示出这些规则 , 

它们应提供一种标准用以对监狱的管理部门进行定期的评价；

" ( e ) 向所有有关各方提供上面提及的业务标准，从而可用它们来评 

价监狱的管理工作；

" (f) 支助监狱管理当局作为负责机构之一展开能使所有囚犯重新参 

与社会生法的过程，并为达到这一目标制定政策和程序，同时公开提供有 

关这类政策的资料；

" (g) 确保从监狱中释放的人在获得公共福利方面并不比社会上其他 

任何成员处于较不利的地位；

" 8 • 里会员国就遂守《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情况提出定期报 

告， 联合国应公开并向所有有兴趣的人提供此类报告；

" 9 .  â 秘书长酌情拨出资金，以协助会员国完成这方面的任务；

" ® . 管理和培训

" 1 0 . 建议会员国应考虑下述政策:

" ( a ) 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各种办法，对犯罪情况和司法惯例的趋势 

加以衡量和预测，并对政策决定的结果进行评价；

" ( b ) 在其各自法律范畴内，建立则事司法系统各♦ 部分的管理机构， 

以便为制定连贯的政策建立起一♦ 资料库，并确保在考虑剂事司法系统中 

某一小部门作出的决定时，要顾及到它们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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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在考虑刑事司法系统中某一■个部门的决定时，不仅应顾及到刑 

事司法系统中该部门的目标，而且应顾及到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目标；

"(d) 认识到对整小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应旨在使他们 

从刑事司法系统的整体目标的角度来理解每个小人和每小服务部门的作用；

" ( e ) 数励对工作人员进行部门间培训，以促进他们对刑事司法系统 

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的理解；

" ( f ) 尽可能嚴揚在会员国之间建立合作培训方案，以促进就刑事司 

法人员的培训工作和如何解决管理方面的问题交流新思想和观点；

« (g ) 尽可能争取力会员国之间交流人员实施培训方案提供必要的资

金；

" F . 管理与电脑

" 1 1 . 建议会员国考虑采取下述行动 :

" ( a ) 在就其刑事司法系统是否应电脑化作出决定前，应对此类决定 

所涉费用和利益进行佑评，其中包括相关的间接费用；

" ( b ) 确定应将何种类型的资料纳入此种资料系统，因为这将对以后 

阶段作出决定所依据的因素产生直接影响；

" ( c ) 认真监替安装程序和监侧电脑化的结果，以确保有效地达到原 

来明确规定的目标；

" ( d ) 确保个人（罪犯、受香者和其他人）权利得到保伊；

" (6》 如果电脑化工作业已开始进行，则对以下各点加以考虑：

就所收集的资料的性质和程度作出的决定和对用语或单位 

的界定将如何促进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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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此类决定令后将如何有助于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对不同的管 

将范围作比较分析；

"12. f 尚未实行刑事司法系统电脑化的会员国考虑1 9 8 7 年 5 月 1 8 

日至2 2 日在波兰波波沃举行的关于刑事司法资料系统电脑化：现实、方法、

前景和成效欧洲研讨会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13. 秘书长：

" ( a ) 为则事司法系统的电脑化建立一个创新方案数据库，使之得以 

适用于会员国的系统；

"(t> ) 便利正在对其刑事司法系统的某些方面进行电脑化的管辖范围 

同在这些方面较为先进的管辖范围之间相互交流资料、经检和人员；

" ( 0 ) 分发关于这一领城有关经验的资料；

" ( d ) 为完成这些任务提供充分的资源。 ，’

» 见赫尔辛基犯罪预防和控制研究所，《则事司法资料系统的电脑化：现实、 

方法、前景和成效》，第 1 2 号报告（赫尔辛基，政府印刷所， 1 9 8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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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 1 0 6 号决定• 引渡示范条约 *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犯罪预防激控制委员会审议了提议的 

引渡示范条约（E/AC, 57/1 9 90 /5/A dd . 3 , 决议草案四），决定建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颗防犯罪愈罪犯待遇大会递送以下的决议草案，供在临时 

议程项目5 ( 议题3 ) 下采取行动：

" 引渡示范条约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愈罪犯待遇大会，

" 铭记由第七届联合国Ü 防犯罪命罪犯待遇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并经大 

会 1 9 8 5年 1 1月 2 9 日第4 0 / 3 2 号决议核准的《米兰行动计划》， "

" 并铭记《从发展角度愈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来i •预防犯罪愈刑事司法间 

题的指导原则》 " 在其第3 7 项原则中规定，联合国应拟订示范文书用以作 

为国际的区械性的公约，并作为各国在执行法律时的指南，

" 忆及第七届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第1 号决议 " 特别促请会员 

国加强它们在国际一级的活动，打击有组织犯罪，包括酌情缔结关于乡I渡叙法 

律互助的双进条约，

" 又忆及第七届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的第2 3 号决议 I 

吁请所有国家采取各种步骤在引渡等领域加强合作，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愈罪犯待遇大会， 19 8 5 年 8 月 2 6 日至9 月 6 

日，米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 6，I V ，：0 第一章，A节。 

同上， S 节 。

同上， E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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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吁请注意到《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醇品愈精神药物公约》 ， '4

" 感谢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以及个别专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政府翁国际 

刑法协会所作的宝责贡献，

" 严重关注国内愈跨国犯罪不断升级，

" 深信建立双这翁多边SI渡安排将大大有助于促进更加有效的国际合作以控 

制犯罪，

" 意识到必须尊重人的尊严, 并忆及《世界人权宣言》 " 翁 《公民权利愈 

政治权利国除盟约》M 所体现的涉及刑事诉讼程序的每个人所应有的权利，

" 认识到《引渡示范条约》作为对付犯舉、特别是新形式淑新规模的犯罪的 

各方面复杂间题衡严重后果的有效手段十分重要，

" 1 .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的《 渡示范条约》， 以作为一个有用的范畴， 

对有关国家谈判起缔结旨在改进颜防犯罪衡刑事司法事务中的合作的双进协定 

有所助益；

" 2 . 遣尚未就引族问题与其他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或希望修订现有条约关系 

的会员国，在这样做时考虑到本攻议所附的《弓I渡示范条约》；

" 3 . 促请所有国家进一步加强刑事司法舰城的国际合作;

" 4 • , 书长提请会员国注意★ 决议及其所附示范条约；

" 5 , 并促请会员国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其在建立引渡安排方面所做的 

努力；

" 6 . 要求犯罪颜防愈控制委员会定期审查在这一鎭城所取得的进展情况，

E/COHP. 8 2 /1 5 ^  dorr,  2 。 

大会第2 1 7 A (；r i l ) 号决议。

大会第2200A(x；O ) 号决议，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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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 引渡示范条约 

国愈 ______________ 国，

" 希望缔结一项弓I渡条约 , 以期两国在控制犯罪方面更加有效地进行合作，

" 兹协议如下：

" 第 1条 

" 引波之义务

" 1 . 缔约各方同意根据本条约之各项规定，根据请求，向对方引渡为了对可引 

渡罪行提出起诉或者为了对这类罪行作出判决或执行判决而在请求国受到通揖的任 

何人。 "

" 第 2 条 

" 可予引渡之犯罪行为

" 2 . 为本条约之目的，可予引渡之犯罪行为系指按照缔约双方之法律规定可予 

监禁或以其他方式剥夺其自由最长不少于〔一 / 二 ）年、或应受到更为严厉惩荷之 

任何犯罪行为。 如若有关引渡之请求涉及的是为了执行对此类罪行作出的监禁或 

其他剥夺自由判决而需引渡者，则只有在其未服之刑期至少有〔四/ 六 ）个月时方 

可准予引渡。

" 3 ，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是否构成透反缔约双方之法律的犯罪行为时：

" (a)不应计较缔约双方的法律是否将构成该犯罪的行为或不行为列入同一 

犯罪类别或是否对该罪行采取同一用语；

作出判决的提法可能不是对每小国家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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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应对由请求国提出的行为或不行为作整体考虑，而不论根据缔约双方 

之法律规定该犯罪行为的级成部分是否有别。

" 4 . 如若某人因遭反有关贼税、关税、外'汇管制或其他税务事项的透法行为而 

被 请 求 渡 ，则被请求国不得以其并不征牧与请求国法律规定的同样类型之赋税或 

关税、或并未制定与请求国同样的赋税、关税或外汇管制法律为理由而拒绝给予引 

渡。 ，8

" 5 . 如果引渡请求涉及若千项犯罪行为，而每一项扉行按照缔约双方之法律均 

应予以惩处，但其中某些犯罪行为并不符合本条第2 款规定的其他条件，则被请求 

方仍可针对后一类罪行准予引渡，只要需予引渡者犯有至少，一项可引渡罪行。

" 第 3 条

" 拒绝？I渡的强制性理由

6 . 如遇下述任一情况，则不得准予弓1渡：

" ( a ) 被请求国认为要求引渡的犯罪行为属政治性质的罪行。 〔政治性罪行 

这一提法不应包括缔约双方根据任一多进公约承担义务在不弓I渡时厕对其采取 

起诉行动的罪行，也不包括缔约双方力了引渡的目的商定不视之为政治性罪行 

的任何其他罪行。 ）Î

" ( b )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确信，提出弓I渡请求是为了某人的种族、宗教、国 

籍、族裔来源、政治见解、性别或地位等原因而欲对其进行起诉或惩处，或确 

信该人的地位会因以上任一原因而受到损害；

" ( e ) 要求引渡的犯扉行为是按军法判定的犯罪行为，而并非按一•般剤法判定 

的犯罪行为；

58
某些国家或愿删去本款或作为第4 条之下拒绝引渡的任择理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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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在被请求国已因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对需予引渡者作出终审判决；

" ( e ) 根据任一缔约方的法律，被要求渡者因时效已过或大故等任何原因而 

可免予起诉& 惩罚； "

" ( f ) 被要求引渡者在请求国曾受到或将会受到酷刑愈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荷，或者没有得到或不会得到《公民权利和治权利国际盟 

约 》第 1 4 条所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低暇度保障；

" ( g ) 请求国的判决系缺席判决，被定罪的人未获有审判的充分通知，也没有 

机会安排自已的抗辩，没有机会或将不会有机会在其本人出庭的情况下使该案 

得到重，。

" 第 4 条

" 拒绝引渡之任择理由

7 , 如遇下述任一情况，可予拒绝弓I渡：

" ( a ) 需予引渡者为被请求国国民。 如被请求国插此拒绝引渡，则它应在 

男一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将此案交由本国主管当局审理，以便就作为请求引 

渡原因的罪行对其采取适当的行动；

" ( b ) 被请求国主管当局已决定不就作为请求弓I渡原因的罪行对该人提出起 

诉，或已决定终止诉讼；

" ( 0 被请求国即将就作为请求弓I渡原因的罪行对需予引渡者提出起诉；

某些国家或愿将其列为第4 条之下拒绝引渡的任择理由之一。

大会第2 2 0 (^ (又2：1 ) 号决议，附件，

某些国家或愿在第3 条内增列下述拒绝引教的理由： "如果按照被请求国的证 

推标准，没有充分证振说明被要求弓I渡者是该犯罪行为的当事方" ， （又见脚 

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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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作为请求弓I渡原因的罪行按请求国的法律应判处死刑，除非该国作出 

被请求国认为是充分的保证，不会判处死刑，或即使判处死刑，也不会予以执 

行；

« ( e ) 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并非在缔约双方任一41 土内所犯，而被请求 

国的法律没有对在其境外类似情况下所犯的这种罪行规定管辖权；

" ( f )根振被请求国的法律，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被视为全部或部分在 

该国境内所犯。 6 3 若据此拒绝引渡，被请求国应在另一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 

将此案交由本国主管当局审理，以便就已作为请求引渡原0 的罪行对该人来取 

适当行动；

" ( g ) 需予弓1渡者在请求国已由特别或特设法院或法庭判刑或者将可能受审 

或郝刑；

" ( H )被请求国已考虑了舉行的性质命请求国的利益，但认为鉴于该人的年 

龄、健康或本人的其他具体情况，将该人引波将不符合人道主义的考虑。

" 第 5 条

"联络渠道如所需文件

" 8 . 弓I渡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请求书、住证文件翁随后的函件应通过外 

交渠道在司法部门或缔约双方指定的任何其他当局之间直接传递。

" 9 . 引渡请求书应附有如下材料：

" ( a ) 在所有情况下，

某些国家或愿对判处終生监禁或无期徒刑也作同样跟制。

某些国家或愿具体指明发生所犯罪行时悬挂其旗峡的船舶或按其法律登记的飞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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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均应附有尽可能确切说明所通缚者的情况的资料，以及任何其他 

将有助于确定其身份、国籍愈地点的资料；

" ( = ) 均应附有确立该罪行的有关法律条款的条文，或关于适用于该罪 

行的法律的陈述愈关于可对该罪行作出的惩罚的陈述；

« ( b ) 如指控该人犯有一頃罪行，应附有由法院或其他主管司法当局为遗捕 

该人签发的逮捕证或逮捕证副本，关于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的陈述以及构 

成该指控罪行的行为或不行为的说明，包括说明作案的时间愈地点； "

" ( C )如已判定该人犯有一项罪行，应附有关于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的 

陈述命关于构成罪行的行为或不行为的说明，还应附有判决书或载明以下内容 

的任何其他文件的原件或经核准的副本：所作出的定罪翁判决，该判决可予执 

行的事实，以及未服之刑期程度；

" ( d ) 如对被告进行缺席审判而定舉，除上文第Q(e)款规定的文件外还应说 

明他可以得到什么法律手段准备自已的抗辩或使该案件在其出庭情况下得到重 

审；

" ( e ) 如被告已定罪但尚未作出判决，应说明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如构 

成该罪行的行为或不行为，述应附有作出定罪的文件叙确认意欲判刑的陈述。

" 1 0 . 作为请求引渡依握而提交的文件均应附有被请求国语文或该国可接受的另 

一种语文的译文。

要求就证播是否充足提出司法评定的国家或愿增列下款： " ……糸I按照被请求 

国法律可以接受的形式的充分证播，确定按照该国的证据标准，该人是该犯罪 

行为的当事方。 " （又见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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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条 

" 倚便弓I波程序

" 1 1 . 被请求国在本国法律不予以排^̂ 的̂情况下，可在收到暂时遗捕的请求后准 

予引渡，只要所通，者在主管当局面前明确表示同意。

" 第 7 条 

" 证明愈认Æ

" 1 2 . 除非本条约男有规定，引渡请求书及其住证文件以及由于该项请求而提交 

的文件或其他材料，均无须加以证明或认证。 "

" 第 8 条

"补充资料

“ 1 3 . 如被请求国认为作为引渡请求依推而提供的资料不够充分，它可要求在其 

规定的合理时暇内提供补充资料。

" 第 9 条

智时逮捕

" 1 4 . 在襄急情况下，请求国可在未提交引渡请求书之前，请暂时逮捕需予到渡 

者， 申请书应通过国际开i事警察组织协助转交，或通过邮电或提供有书面记录的 

任何其他手段转交。

" 1 5 , 申请书中应说明需予引渡者的情况，申明已有第5 条第 9 款所述批准逮捕

某些国家的法律要求对其他国家发来的文件进行认证，然后本国法隐才能受理, 

S 此，需有一条敦规定所要求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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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人的文件之一* , 说明对罪行可能施加或已经施加的惩罚，包括未服之刑期，一份 

倚要说明案件事实的陈述，以及说明该人已知所在地点。

" 1 6 . 被请求国应依据本国法律对申请书作出决定，并毫不迟延地将其决定通报 

请求国。

" 1 7 . 如远近来接到引渡请求淑第5 条第9 款规定的有关佐证文件，则应在根据 

申请书实行遗捕之日起〔4 0 ：!天后，将该人释放。 本款规定不排除在M O )  

天期暇之前将该人有条件释放的可能性。

" 1 8 . 如此后牧到请求书命住证文件, 则按本条第1 7款实行的释放不应访碍重 

新遗捕命提起界讼，以期引渡所通缚者。

" 第 1 0 条 

"对请求书作出的决定

“ 1 9 , 被请求国应遵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引渡请求，并应迅速将其决定通 

知请求国。

" 2 0 . 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拒绝请求，均应说明理由。

" 第 1 1 条

"移交人员

" 2 1 , - 经通知准予引渡，缔约各方应毫不迟延地安排移交需予弓1渡者，被请求 

国应通知请求国为移交自的而扣押需予弓!渡者的时间长短。

" 2 2 . 应在被请求国规定的合理期暇内将该人带离被请求国的舰土，如果该人在 

这一期暇内未被带走，被请求国可将其释放并拒绝为同一罪行引渡该人。

" 2 3 . 如果由于无法控制的情势使一方不能移交或带走需予引渡者，该方应通知 

另一方》 双方应协商决定一小新的移交日期，在此情况下，本条第2 2 款的规定 

应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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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2 条 

" 推迟移交或有条件移交

" 2 4 . 被请求国在就旧渡请求作出决定之后可推迟移交需予号I渡者，以便对其进 

行诉讼程序，或者当其业经定罪时，以便执行对因作为请求引渡原因舉行以外的罪 

行作出的判决。 在此情况下，被请求国应相应地通知请求国，

" 2 5 , 被请求国如不推迟移交，可按照双方确定的条件将需予引渡者智时移交请 

求国。

" 第 1 3 条 

" 移交财产

" 2 6 . 在被请求国法律允许岛不透反充分尊重第三方权利的情况下，如果准予引 

渡 , 只要请求国提出请求，则在被请求国中发现的因犯罪行为而获得的或需要充当 

证据的所有財产都应予以移交。

" 2 7 . 郎使业已同意的弓I渡未能执行，若请求国提出请求，上述财产仍应移交请 

求国。

" 2 8 . 若上述尉产应在被请求国内予以缴获或没牧，后者可保存该财产或将其暂 

时移交。

" 2 9 . 鉴于被请求国法律或保第三方权利的要求，移交之任何财产，在被请求 

国提出要求时，应在诉讼结束后免费追还被请求国。

" 第 1 4 条 

" 特殊规则

" 3 0 . 根据本条约被弓I渡者，除下述犯罪行为外，不应根据将其移交之前该人所 

犯的其他任何罪行，在请求国的領土上对他实行拆讼程序、判刑、和押、再次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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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国，或对他施加任何其他的人身自由服制：

" ( a ) 应允引渡所依据的犯罪行为；

" ( b ) 被请求国同意的任何其他罪行。 《 如果请求所涉罪行本身根据本条 

约应予引渡 , 则应予同意。

“ 3 1 . 根播本条提出的征求被请求国同意的请求在提出时应附有第5 条第9 款所 

提及的文件愈被亭f渡者就该罪行所作任何声明的司法记录。

“ 32 • 若该人在其受引渡的罪行结案之后〔 3 0  / 4  5 )天内有机会离开请求国 

而并没有离开，或在离开请求国后又自愿避回请求国的银土，则本条第3 0 款不应 

适用。

" 第 1 5 条

" 3 3 . 若从第三国通过男一缔约方的领土向一缔约方引渡某人时，该人被引渡前 

往的缔约方应请求另一缔约方允评该人从其领土述竟。在采用空运并且不计划在月一 

缔约方的41土着陆，厕本规定不适用。

" 34 , 被请求国一经牧到这种请求及其中应载有的资料，即应按照本国法律规定 

的程序处理这一请求。 被请求国应迅速应准该项请求，除非它的基本利益将因此 

受到损害。 "

66
某些国家或愿作为第三种情况增列需经该人明确同意的规定，

某些国家可能不愿承担这项义务，而或愿在确定可否予以同意方面列入其他理 

由。

某些国家或愿为拒绝请求商定其他理由，该理由也可成为拒绝引渡的正当理由， 

例如与罪行性质（即如政治、金融、军 事 ）或与该人的地位（郎如系本国国民） 

有关的那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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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 过境期间，过境国应确保有法律规定使该人在过境中伤受拘押。

" 3 6 . 如发生计划外的着陆，拟向其请求充许过境的缔约方可根振押送官员的请 

求，在收到根据本条第3 3 款提出的过境请求之前，将该人拘押C 4 8 ) 小时。

" 第 1 6 条 

" 同时发生的请求

" 3 7 , 如一缔约方从另一缔约方愈第三国牧到了引渡同人的请求，它应掛敏决 

定将其引渡给哪一个国家。

" 第 1 7 条 

"费用

" 38 . 被请求国应为引渡请求所引起的在其管辖范圃内的任何程序承担费用。

" 39 . 被请求国应承担在其领土上缴获或移交财产或者逮捕衡和押需予弓1渡者而 

引起的赛用。 "

" 4 0 . 请求国应承担将该人从被请求国鎭土押走而涉及的费用，包括过境费用》

‘‘ 第 1 8 条

"最后条款

" 41 • 本条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 （批准 ^ 接受或核准）书应尽快交换。

" 42 . 本条约应于双方交换（批准、接受或核准）书之日起三十天后生效。

" 4 3 . 本条约应适用于在其生效后提出的请求，即使有关的行为或不行为度生在 

该日期之前。

某些国家或愿考虑偿还因撤消引渡请求或暂时逮捕请求而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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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 任一缔约方均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绪约方而废除本条约* 此项废除应 

在男綠约方牧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为此，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之下列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 公元一千九百一十__年 _ _ _ n  _ _ 日订于 _ _ _  • 本条约具 

文愈 _文文本各一份， 《两种）（各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

第U/107号决定.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

À M â M Ü *

1990年2月16日第11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审议了提议的执法人员使 

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E/AC.57/1990/5/Add.5,决议草案■**〉，决定建议经濟及社 

会理事会向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递送以下决议草案，供在临时议 

程填目7 (议题5 )下采取行动：

"抽■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忆及由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舉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由大会1985年11月29B 

第40/32号决议核可的《米兰行动计划

" 又忆及第七届大会的第14号决议该决议吁请犯離须防和控翻要员会考虑拟订 

更加有效地执行《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的措旅，

* 封论情况见第四章。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年8月26日至9月6日，米兰》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6,IV.l〉，第一章,A节。

" 同上,E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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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法意到由委员会，由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关于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司法规范和准则以及找行情况和进步制订标准的优先领城区域间筹备会 

议m及由第八届大会各区域筹备会议遵照第七届大会第14号决议""所进行的工作，

" 1 . 通过本决议附件提出的《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 2 . 建议该《基本原则》由国家、区域和区域间采取行动并付诸执行,为此应 

考虑到每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和传统，

" 3 . 盆会员国在其本国立法和惯例的范围内考虑和遵守该《基本原则》，

" 4 . 又请会员国将《基本原则》提请执法人员和政府行政部门的其他成员，法 

官、律师、议会和一般公众知照；

" 5 . 再请会员国从1992年开始，每隱五年 , 将执行该《基本原则》所取得的进展 

情况，包括其散播情况、其纳入本国立法、愤例，程序和政策的情况、在国家一级 

付诸执行所遇到的问题以及需要国际社会提供何种援助，告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将 

这些倩况向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出振告-

" 6 . 呼吁所有政府便进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举办研讨会和训练班，宣传执法 

人员的作用以及对执法人使用武力和火器作出一些跃制的必要性》

" 7 . 便请各区域委员会、区埃和区埃间预防犯罪和到事司法研究所、联合国系 

统的专门机构和其他实体，其他有关的政府间姐织以及具有經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 

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基本原则》的执行并将为散播和执行《基本原则》而 

作出的努力告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将这方面的资料列入其向第九届大会提出的振 

告中；

" 8 . 數促犯罪预防和控制要员会考虑作为一項优先》廣,设想各种办法确保本 

决议的执行》

" 9 . 谈秘书长：

" < a ) 酌情采取步骤将本决议转达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所有有关机关，并安播对 

《基本原则》进行尽可能广泛的散播；

A/œNF.144/IP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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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将 《基本原则》收录于下• -次出版的联合国出版物《人权：国际文件汇 

编 》之内，

" ( C )根振请求，向各国政府提供专家服务和区域和区域间顾问的服务，协助执行 

《基本原则》，并就实际提供的技术援助和培训情况向第九届大会提出报告》

" ( d ) 向要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振告为执行《基本原则》而采取的步绿；

1 0 .请第九届大会及其各次筹备会议审议执行《基本原则》的进展情况。

" 附 件

"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 鉴于执法人员m的工作是填极其重要的社会服务，因此，有必要维护其工作条件 

和地位并在需要时加以改善，

" 黎于对执法人员生命和安全的威脉必须看成是对整个社会安定的威脉，

" 鉴于执法人员在保护由《世界人权宣言》74给予保证并经《公民权利 和政权  

利国际盟约》7**加以重申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鉴±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了监献管理人员执勤时可使用武力 

的各种情况，

" 鉴于《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第3条规定，执法人员只有在确有必要并为其执行 

公务所必须的情况下方能使用武力，

73
根框《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1条的评注，" 执法人员"包括行使警察权力特别 

是行使達捕或拘押权力的所有法体官员,不管是任命的还是选举的。有些国 

家的警察权力由军方当局人员（不管是否穿制服) 或由国家安全人员行使，在 

此情况下，执法人员的定义应认为包括这些部门的人员。

大会1948年12月10曰第217A(111 ) 号决议。

大会1966年12月16曰第2200A(XXI)号决议, 咐件。

见 《人权》国际文件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8.XIV.1),G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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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意大利瓦伦纳举行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筹备会议就 

限制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今后工作中应子考虑的因棄达成了一致意见 

" 签于第七届大会特别在其第14号决议W中强调，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时应相 

应注意对人权的适当尊重，

" 鉴于经济及社全理事会在其1986年5月21日第1986/10号决议第九节中请会员国 

在执行《守则》时特别注意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问题以及联合国大会在其1986 

年12月4日第41/149号决议中对经社理事会提出的这一建议表示欢迎，

" 鉴于在适当关心执法人员个人安全的情况下，应该从司法、保护生命、自由和 

人身安全的权利担负推护公众安全和社会安定的责任以及其资格、培训和行为的重 

要性等方面，考虑执法人员的作用，

"下列各项基本原则是为了协助会员国确保和促进执法人员发挥正当作用而制订 

的，各国政府应在其本国立法和惯例范围内考虑并尊重这些基本原则,并应提请执法 

人员予以注意，并提请其他人员例如法官、檢察官、律肺、行政部门人员及社会和 

一般公众知照。

" 一般条敦

"1 .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制订和执行关于执法人员对他人使用武力和火器的 

规章条例。在制订这些规章条例时，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对与使用武力和火器有 

关的道德伦理问题不断进行审查研究。

" 2 .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系列手段并用各类武器弹药装 

备执法人员，以便可以在不同情况下有区别地使用武力和火器。这应包括发展供适

7 7 A/CONF. 121/IPM. 3,第 34 段。

见 《第七届联合国大会. . . . 》第一章,E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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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情况下使用的非敦命但可使丧失抵抗能力的武暴，以期不断增大对使用可引起死 

亡或伤，人身的手段的限制。为此目的，执法人员还应纪备有自旦设备，例如盾牌、 

铜态和防弹服, 以便减少使用任何种类的武器的必要性。

" 3 . 应认真评价非致命武器的发展和部署,以尽量减少危及与事无关的人的危 

险, 并应认真控制这类武器的使用。

" 4 . 执法人员在执勤时应尽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最后不得已才求诸使用武力 

或火器。他们只能在其他手段起不到作用或没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才可使用武 

力和火器。

" 5 . 在不可避免合法使用武力和火器时，执法人员应：

" ( a ) 对武力和火器的使用有所克制并视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所要达到的合法目 

的而行事；

" ( b ) 尽量减少伤事并尊重和保全人命；

" ( c ) 确保任何受伤或有关人员尽早得到援助和医护；

" ( d ) 确保尽快通知受伤害或有关人员的亲属或好发。

" 6 .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或火器造成伤亡时，应根播第22条原则立即向其上级报 

告。

" 7 . 各国政府应确保,对执法人员任意使用或邀用武力或火器的情况按本国法 

律作为則事犯罪予以想处。

" 8 . 各种非常情况诸如国内政局不德或任何其它紧急状况均不得作为任何逢背 

上述各项基本原则的理由根振。

" 特别条敦

" 9 . 执法人员不得对他人使用火器,除非为了自卫或保卫他人免遭迫在眉晓的 

死亡或重伤威脉 , 为了防止给生命和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勝的特别重大犯罪,为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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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构成此类危险并抵抗或攻击当局的人或为了防止该人逃跑,并且只有在采用其他 

非极端手段不足以达到上述目标时才可使用火器。无论如何,只有在为了保护生命 

而确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有意使用致命火器。

" 1 0 .在第9条原则规定的各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应表明其执法人员的身份并发出 

要使用火器的明确警告，并且留有足够时间让对方法意到该警告，除非这样做会使执 

法人员面临危险,或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是不合适的或毫无意义的。

" 1 1 .有关执法人员使用火器的规章条例应包括有下列准则：

" ( a ) 具体规定准许执法人员携带火器的各种情况并说明允许携带的火器及洋药 

的种类；

" ( b ) 确保只能在适当的情况下才使用火器 , 并尽可絶避免引起不必要伤，的危

险；

" ( C ) 禁止使用会引起不必要伤害或产生不必要危险的火器和弹药；

" ( d ) 规定火器的控制、储存和发放办法，包括规定程序确保执法人员对发给他 

们的火器和弹药负责；

" ( e )  情规定在使用火器时应发出的警告，

" ( f ) 规定执法人员在执勤中使用火器后的振告制度。

" 警戎非法集会

" 1 2 .根振《世界人权宣言》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所体现的原 

则，每个人都可参加合法与和平的集会，因此，各国政府以及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应 

认识到,只有根振第13和第14条原则才可使用武力和火器。

" 1 3 .在驱散非法而非暴力的集会时，执法人员应避免使用武力，或在实际无法避 

免时应将使用武力吸制到必要的最低陕度。

" 1 4 . 在駆散暴力集会时，执法人员只有在实际上已不可能使用危险性较小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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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情况下才可使用火器，并且只限于必要的最低限度。此种手段的使用应在本国 

立法加以严格规定并仅限于对付特别危险的暴力集会。执法人员除非在第9条原则 

规定的情况下，一般不得在这些场合使用火器。

" 警戒被拘留或和押人员

" 1 5 .执法人员对被拘留或和押人员不得使用武力,但在为维持监禁机构内部的 

安全和秩序确有必要时或在个人安全受到威胁时除外。

" 1 6 .执法人员对被拘留或和押人员不得使用火暴,但在为了进行必要的自卫或 

保卫他人免遭死亡或重伤的直接威胁时，或为了胆止构成第9条原则所述危险的被拘 

留或和押人员逃跑而确有必要时除外。

" 1 7 .上述各原则不振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特别是其中第33、34和 

54条所规定的监狱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资格，...棱讽和.指是

" 1 8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确保所有执法人员均经过适当的傳选程序而选定， 

具备有效地执行任务所需要的良好的道德、心理和体格棄质并接受全面连续的职业

培训。

" 1 9 .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确保所有执法人员均按使用武力的适宜熟练标准， 

经过训练和測验。需要携带火器的那些执法人员只有经过使用火器的特别训练结业 

后才可获许携带火器。

" 2 0 . 在培训执法人员方面，各国政府及其执法机关应特别重视警察道德伦理和 

人权问题 ,特别是在调查过程中应注意其他不用武力和火器的办法，包括和平解决冲 

突、理解人群行为和运用劝说、谈到和调解方法以及技术手段，以便瑕制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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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火器。执法机关应根据具体事件检查其培训方案和实旅程序。

"21.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对参与使用武力或火器情况的执法人员提供统缓紧 

张情绪的指导。

" 振去和审查程序

" 2 2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为第6条和第11 (f)条原则中所提的一切事件建立有 

效的报告和审查程序。对遵照这些原则作出了振告的事件，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 

确保进行有效的审查，并确保独立的行政和检控部门可以在适当情况下行使管辖 

权。在造成有死亡和重伤或其它严重后果时，应立即向负责行政审查和司法管理的 

主管当局送交详细报告。

"23. 遭到使用武力和火器的有关人员或其法定代理人应可获有一个独立的审查 

过程 ,包括司法程序在内。如此种人员已死亡,本规定应相应适用于其受养亲厲。

" 2 4 .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确保，对上级官员如果明知或有理由认为知道其管 

辖下的执法人员正在或已经采取非法使用武力或火器手段而没有在其权力范围内采 

取一切措施予以胆止、禁止或报告者，追究责任。

" 2 5 . 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确保，对执法人员按照《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和上 

述基本原则拒绝执行使用武力或火器的命令或对其他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或火器提出 

振告者, 不给予任何刑事或紀律处分。

"26. 如果执法人员知道致人死亡或重伤的使用武力或火器的某一命令明显是非 

法的，而且有合理机会可拒绝执行这种命令的话 , 则不得以服从上级命♦作为辩护理 

由。无论如何，责任还应属于发出此种非法命令的上级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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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08号决定，联合国非拘留措施

最低眼度标准规则 

( 东京规则） •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 1 次会议审议了提议的 

《联合国非拘留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S/AC .57/1990/5  

/Add.  2 , 决议草案二》之后，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革案，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项目4 ( 议题二》下采取 

行动 Ï

" 联合国留措施最低眼度标准规则  

( 东京规则）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铭记《世界人权宣言》 "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其他与 

遣法者的权利有关的国际人权文书，

" 还铭记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 

准规则》 以及这些规则对各国政策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联大第217 A( H D 号决议，

联大第2200A(30CI)等决议附件.

见 《人权 Î 国际文书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S ，88，X lV ，l 》i 

a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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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监外教养的第8号欲议■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减少监禁人数、监外 

教养办法和罪犯的社会改造的第1 6 号巧议广’

" 进一步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6 年 5 月 2 1 B 第 1 9 S 6 / / 1 0 号巧议 

关于监外數养的第十一节，其甲吳求秘书长力第A 届联合E 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 

会编写一份关于监外教养的报告，并在各区坡研究所的协助下研究这个问题，以期 

拟订有关这一领坡的基本原则，

“认识到有必要在罪犯的监外教养方面制定当地、国冢、 区域和国际的办法如战 

略，有必要如犯罪预防如控制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关于最有效地预防犯罪和改善罪犯 

待遇的方法和措旅的报告» •强调的那样拟订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坚信监外教养可以是在社区内教养罪犯、使罪犯如社会双方均能得益的有效手

段，

" 意识到限制自由只是从公共安全、预防犯罪以及正当的惩与威慑角度才是合 

理的，而刑事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使罪犯重新参与社会生活，

"强调许多ü 家中囚犯人数B 益增加，监狱人满为患，从而使《囚犯待遇最低限 

度称准规则》难以得到正常执行，

"赞赏地注意到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以及有关监禁问题、其他刑事制裁和监外 

教养办法的剂事司法政策区域间筹备会议和第八届大会的区域性筹备会议所做的工 

作 ,

82

84

见 《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80年 8月 2 5 日至9 月 5 0 ,  

加拉加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81•工V ，4 ) ,第一章，B节 .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85年 8 月2 6 日至9 月 6 B ,  

米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Ï E ，8 6，I V ，1 ) , 第一章， E 节 .

E / cN .5/536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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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询联合国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加罪犯待遇研究所为制定《非拘留措施最低限 

度标准规则》所做的工化并感谢参与此項工作的各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还特 

别感谢S 际想罚与感化问题基金会为有关的筹备工作所傲的贡献，

" 1 . 通过载于本妖议附件y 的 《联合国非拘留措旌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并核  

准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关于应将这些规则命名为" 《东京规则》" 的建议； "

" 2 . 建议在国%、区域以及圓际各级就《东京规则》采取行动并开展实施工作， 

同时考處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如文化状况以及各种传统:

" 3 . 号召各会员S 在其政策相实践y 实施《东京规则》;

"4 . f 各会员国提请参与执行非拘留措施的人例如执法官员、公诉人*>法官 *监护官. 

律师 . 受害人、罪犯、社会服务部门相昨政府组织，以及行政郁门、立法郁门如一 

般公众注慈《东京规则X， .

" 5 .  J i各会员国自1 9 9 4 年开始每五年提交一份有关《东京规则》执行情况 

的报告；

" 6 . 促请负责预防犯罪相罪犯待遇事务的各区織委员会以及区域和区域间研究 

所、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专门机构如其他实体、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在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中具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东京规则》的实旋工作；

" 7 , 要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 作为一优先事项，考慮实施本狹议；

" 8 . 里秘书长酌情采取各种步骤，确保在最广泛的范图内散发《东京规则》， 

包括向各国政府、有兴趣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各方转递这襄 

《规则 >;

" 9 , 还请秘书长自1 9 9 4 年始每五年为犯罪预防如控制委员会编写份有 

关 《东京规则》执行情况的报告；

" 1 0 . 又请秘书长应各会员国的要求协助它们执行《东京规则》, 并就此向犯罪 

预防如控制突S会定期提交报告；

"11 . 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构注意到本决议及附件茶文，并将其列入下一•版题

为 《人权：国际文书汇编》的联合国出版物之中，

" A/TOWr，144/1PM.4，第三韋，第 7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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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联合21非拘留措旌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东京较则）

" 一， 总则

" 1 . 基本目的

" 1 . 1 本 《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促进采用非拘留措施提出了一襄基本原则， 

并力作为监外教养的对象的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陵措旌。

"1 . 2 本 《规则》拟促进社区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刑事司法管理工诈，特别 

是在罪犯处理方面，并促进在罪犯当中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

" 1 ， 3 应根据各会员国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相文化情况，并顾及到各国 

刑事司法制度的目的和目标来执行本《规则》。

"1 . 4 各会员E 在执行本《栽•则 》时应力求在罪犯É力个人权利与受害者的权 

利和社会对于公共安全和预防犯罪的关注之间达到妥善的平衡。

"1 . 5 各会员E 应在其各自法律制度内采用非拘留措族，从而减少使用监禁 

办法的程度，并使刑事司法政策合理化，同时考虑到遵守人权的义务、社会正义的 

需求以及教养罪犯方面的需要。

" 2 . 非拘留措施的范園

" 2 . 1 本 《规则》的有关各项规足应适用于所有受到起诉和审判或已被判决 

的人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各个阶段。 为了本《规则 》的目的，这类人员称为 "罪犯"  

不赞其为谦疑犯、被告或已判罪者《

" 2 . 2 实旌本《规 则 》时，不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年龄、语言、宗教、 

政治或其他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财产、 出身以及其他地位等原因而实行任 

何歧视0

" 2 . 3 为了依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射严重程度、罪犯的个性如环境以及保伊社 

会的需要，并避免不必要地便用监禁办法，刑事司法制度应规定出一奢从审判之前 

至判坎后处置的范園广泛的非拘留措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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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4 应鼓勘制定和密切监哲新的非拘留措施，并对其实族情况行有系矣义 

的评价。

" 2 . 5 应根据法律保險措族如法治观念考虑在社区内对罪犯加以处理，尽可 

能避免诉诸正式的诉讼或法院审判。

" 2 . 6  应根据尽少于预的原则应用非拘留措施。

" 2 . 7 采用非拘留措族应成为向免除刑事处分和免定刑事罪行方向努力的一 

郁分- 而不得用以干预或延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努力。

: " 3 . 法律保揉措施

" 3 ，1 非拘留措旌的采站，界定以及适用应在法律条文中加以规定。

" 3 ，2 选择非拘留措施的基础应是对罪行性质与严重程度以及对罪犯的个性 

和货景、判罪的目的力Ï受害人权利的各项既定标准的评依》

" 3 ，3 司法当局或其他独立的主管当局应本着充分负责的精持和以法制为唯 

一准则在诉讼程序的各小阶段中行使其酌处权《

" 3 • 4 正式诉讼或审判之前或拟替代此类诉讼或审判的所有非拘留措族，实族 

前应征得罪犯的同意。

" 3 ，5 所有非拘留措施在罪犯提出申请时应接受司法机关或独立的主管当局 

的审查。

" 3 * 6 罪犯应有权就影响其在实族非拘留措施中的权利的事宜向司法机关或 

其他有关的独立主管当局提出请求或申诉。

" 3 ，7 应为纠正任何与侵犯得到国际上承认的人权有关的申诉提供适当的机

制。

" 3 • 8 非构留措施不得涉及对罪犯进行医疗试验或精神病试验或给罪犯的身 

心带来不当危险。

" 3 ，9 应随时保护置于非拘留措族之下的罪犯的算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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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 0 在实施非拘留措施时，对罪犯权利的限制程度不应超过作出原决定 

的主管当局规定的程度。

" 3 . 1 1 在适用非拘留措施时，应韋重罪犯及其家庭成员的隐私权。

" 3 ，1 2 有关罪犯的个人桂案记录应予严格保密，不应让第三方接烛。只有直 

接参与处理有关罪犯案件者或其他经过适当授权的人员才能接粒这类桂案记录。

" 4 . 保留条款

" 4 ，1 解释本规则时，不得排除《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联合 

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保护所有以任何形式被拘留或监禁者的一盤套 

原 则 或 国 际 社 会 公 认 的 ，与罪犯教养及保伊其基本人权有关的任何其他人权文 

书和标准的适用。

" 二.预审阶段

" 5 .预审处置 .

"5 . 1 在适当时并在不迷反其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应授权警察、检察部门与 

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机构在它们认为从保护社会- 预防犯罪或促进对法律或受害者 

权利的尊重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 案件开展诉讼程序时，则可撤消对该罪犯的诉讼。 

为掛S9决定撤消诉讼或狹定起诉的目的，应在各自的法律制度内拟订一麥既定的标 

准。 对轻微犯罪案伴，检察官可的情处以适当的非监禁措旌。

"6 . 避免预审拘留

" 6 . 1 派审拘留应作为剂事程序中的最后手段加以使用，并适当考虑对被指 

称的罪行的债査和对社会及受，人的保护。

" 6 . 2 应尽量在早期阶段采用替代预审拘留的措施0 预审拘留的期限不应 

超过为实现规则第5 ，1条中规定的各项目标所督要的时间，并应以合乎人道的方

" 族大第43/173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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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和在霉重人类固有权利的基础上实族此种拘留。

" 6 ，3 罪犯应有权就预审拘留问题向司法机关或其他猛立的主管当局提出上

诉C

" 三.审讯和到决阶段

" 7 . 社会调查报告 

" 7 . 1 在有可能得到社会调查报告，则司法当局可利用由主參或特许官员或 

机构编写的报告。 该报告Ê 戴有关于罪犯的社会背棄以及与实族非拘留措族有关 

的其他方面的资料。 这料报告应确实，客观和公正，观点应鲜明。

" 8 . 判决处£

" 8 . 1 应 向 司 法 当 局 提 供 一 系 列 非 拘 留 处 置 办 法 》司法当局在作出决 

定时应考虑到罪犯的教养祭要，社会的保护和受，者的利益，应尽可能让后者有机 

会发表看法。

" 8 ，2 判决当局可采用下列办法处置案件，

(a) 口头制载，如告誠，申；̂和警告,

0 5 ) 有条件和绝对释放J 

( C)地位楚'处，

( Ô ) 经济制载和罚款，如罚金，按日计罚金I

(e)没有或征用4ï
(f)对被寒者跨偿或补偿令,
( g )中止或推这判决J 
01)级则和司法监哲，

(i》社区服务令,
贫教中心收管Î 
较紫I

1 ) 任何其他非监外教泰办法；

(n>)上述各办法的某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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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判决后阶段 

" 9 . 判决后处置

" 9 . 1 应向有关当局提供一系列广泛的判决后替代办法，以便尽可能避免竖 

禁，并协助罪犯早日重新参与社会生活。

" 9 ，2 这些替代办法可以包括：

(a)准假和重避社会训练所Î 
{ b )工作或学习释放i 
(C)各种形武的假释：

(Û)宽恕J 
( e)敎免。

" 9 . 3 在罪犯提出申请后，有关判决后处置的决定，除数免之外，须接受司法 

当局或其他独立的主管当局的审査。

" 9 ，4 应尽早考虑自监狱获释的各种形式，以便实施非拘留方案。

"五.非拘留措施的执行

“ 1 0 . 組

"1 0 ，1 如需要对非拘留措施加以监哲B t , 应由主管当局根据法律规定的具 

体条件予以执行。

" 1 0 . 2 应在某一非拘留措族的框架内针对每个具体的案件确定最合适的监 

哲和管教型武。必要时应定期审查和调盤这些措族。

" * 1 0 - 3 应向罪犯提供心理，社会和物质方面的援助，并使他们有机会与社 

区加强联系，从而便使他们重新参与社会生活。

" 1 1 .  m k

" 1 1 ，1 非拘留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主管当局根框现行法律确定的时问。

"1 1 ，2 可以订立规定，如罪犯积极配合这些措施，则可早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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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条件

" 1 2 ,  1 主管当局在决定被判处非拘留措族的罪犯应递守的条件时，应考虑 

到社会的需要以及罪犯个人的督要与权利。

"1 2 ，2 这类条件应切实可行、明确，数百要尽可能少，其目的是族少罪犯 

重新染上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他们重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同时，还考虑 

到受寒人的霜要。

" 1 2 . 3 在开始实行非拘留措拖之际应以口失或书面方式向罪犯解释包括罪 

犯的义务和权利在内的措族适用条件。

" 1 2 * 4 主管当局可以根据既定的法律规定，视罪犯的表现，修改这类条件。

"1 3 . 教养过程

"1 3 ，1 在每一具体的非拘留措施范困内，应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案，如小别 

工作，集体治疗，住地方案和对各类罪犯的特别处理，来有效地满足罪犯的需要C

" 1 3 . 2 应由受过专门培训和具有实际经验的专业人员从事教养工作。

"1 3 ， 3 —旦决定必须教养时，应作出一切努力了解每一罪犯的背棄、个 ti、 

能力，智力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导致他作案的环境。

"1 3 ，4 主管当局可在实旅非拘留措施时设法利用社区和社会支助系统，诸 

知家庭、4P里、学校、工作场所、社会与宗教纽织以及非专业和志愿人员。

"1 3 ，5 承办案件的数量应切实维持在力所能及的種度，以便确保有效地执 

行管教方案。

" 1 3 . 6 主管当局应为每个罪犯安善地设立和保持专案记录。

" 1 4 . 纪律和连反条件

" 1 4 - 1 如果罪犯连反其应遵守的条件，可以侈订或撤销非拘留推旋.令 ，

" 1 4 , 2 修订或撤销盟哲应由主贫当局作出，事先必须对监黎官员和罪犯提出 

的系实进行仔細6^审查。

" 1 4 - 3 非构留措族失败不应自动导致拘留措族的实行。

" 1 4 , 4 修"iT或撤销'非拘留措旋时，主管当局应力求确定另一项合适非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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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旌。 只有当无其他合适替代措旋时，才能实旅监禁判决《

" 1 4 . 5

**14-6

提出申诉。

罪犯透反条件时予以逮捕和拘留监餐的权力H 由法律予以明文规定。 

修订或撤销非拘留措施时，罪犯应有权向司法当局或独立£：3主管当局

六、工作人员 

"1 5. 征聘

" 15 . 1 征聘工作人员时，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年龄、语言、宗教、政 

治或其他观点、民族i l 统或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 出身或其他地位而有任何歧视C 

工作A 员征聘政策应当考虑到关于确认行动的国家政策，并反映出拟予以监餐的罪 

犯 各 种 类 型 。

"15.2 指定实族非拘留措族人员应有合格的个人条伴，在可能的情况下应 

受过适当专业培训和具有实践经验。 对这些资格应有明确的规定。

" 1 5 , 3 力了获得和留住合格的专业工作人员，应使之享有适宜的公务员地位 

和与其工作性质相称适当Ê?薪金和福利- 并有充分的机会在专业和事业上得到发 

展。

"1 6 . 工作人员培训

" 1 6，1 培训ÊÏÏ目è?是明确工作人员在改造罪犯，痛保罪犯的权力和保拍社会 

以及力此目的必须与有关机构合作及协调等方面的责任。

"16, 2 在工作人页开始辰行其职责前，应向他们提供培训，其内容包括有关 

非拘留措族的性质、进行监哲的目的、 以及用于实行此类措旅的各种方式方法的课 

程。

"16,3 工作结束后，工作人贞应通过参如在职培训和进修斑来保持和增进其 

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 应为此目的提供充足的设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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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志愿人员和其他社区资源 

"1 7 .公众参与

" 1 7 , 1 公众参与是一大资源，应作为恢笑接受非拘留措族的罪犯与家庭及社 

区之间的联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来加以鼓嚴。 应用它来补充剂事司法当局的努力C 

" 1 7 , 2 应把公众参与视作力公民自身为保伊社会作出贡傲的一 ♦ 机会。

"1 8 . 公众理解与合作 

"1 8 , 1 应鼓勘政府机构、私人郁门和一般公众向促进采用监外措旌的自愿组 

织提供支持。

" 1 8 , 2 应定期组织会议、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其他活动，提高对公众参与 

非拘留措施必要性的认识。 ’

" 1 8 , 3 应利用各种形式ÊU大众媒介，帮助公众采取建设性态度，以便开展有 

助于进行妥善ÎHÎ盤外數养和改造罪犯的活动。

" 1 8，4 应作出一切努力便公众了解自己在执行非拘留措旌方面重要作用。

" 1 9 . 志愿人员

" 1 9 ，1 应根据志愿人员从事有关工作的能力和兴趣來对他们加以仔细的选择 

和征聘；应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训以歷行特定的责任，应使他们能够从主管当局处 

得到支持和咨询，并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

‘‘ 19 • 2 志愿人员应通过提供咨询和其他力所能及且符合罪犯需娶的适当拔勤 

形武，鼓励罪犯及其家厲与社区建立有益的联系和范® 较广的接麵《

" 1 9 , 3 应确保志愿人员在执行其任务时不发生事故，不受到伤香和不承担公 

共责任。他们在其工作中涉及的经过批准的开支应得到偿I 他们为了社区的福利而 

播供的服务应得到公众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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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研究、规划、政策制订和评价

" 2  0 . 研究和规划 

" 2 0 ，1 应努力争取公私营机构参加组织和推劲罪犯监外教养的研究工作.，以 

此作为规划过卷的一个基本方面。

" 2 0 ,  2 应针对当事人、开业者、社区和决策者面临的问题定期开展研究工作。 

" 2 0 ，3 应在则事司法系统力设立研究和信應机制，收集和分析与罪犯监外教 

蒋执行情况有关的数据和统计数字。

" 2  1 . 制订政策和方案

"21 - 1 应系统地毅到和执行监外措施的方菜，以便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将其作 

为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组成郁分。

" 2 1 . 2 应定期进行评价工作，以便更有效地执行非拘留措施。

" 2 1 ，3 应定期进行审查，评价非拘留措旋的目的、作用和效能。

" 2  2. 与有关机柏和活场的联系

" 2 2 ，1 应運步在各级形成适当的机制，促进负责监外措施郁门在保健、住 

房、教盲，劳工和大众媒介等领域与刑寒司法系统n?其他郁门、社会发展和福利机 

拘，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机构之间，建立联系。

" 2 3 . 国际合作

" 2 3，1 应努力促进各国之间在监外教养领域中的科学合作。 应与联合国秘 

书处预防犯罪和则事司法处密切协作，通过联合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研究所，加强各 

会長国关于监外措族的研究，培训、技术拔助和信患交换。

" 2 3，2 应根框《有条件判剂或假释的外園罪犯的转移Jï努示范协定》"进一 

步推场有关立法规定的比较研究和协调工作，以便开拓监外教养办法的范围，并便 

利这类办法得以在更多的HI家适用。"

A/CONi!'* 144/IP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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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U / 1 0 9 号决定：关于律师作用

的基本原则*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 1次会议审议了提议的关 

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E/AC. 57/1990/5/Add. Ô , 决议草案二）之后，决定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领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韋案， 

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项目4 ( 议题2 ) 下采取行动：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由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由联大1985年 1 1月 29 

日第4 0/32号决议核可的《米兰行动计划》》» ,

"又忆及第七届大会在其第1 8 号决议"中建议各会员国保护那些开业的律师在 

履行其职责时不受不应有的限制和压力，

"赞赏地注意.到由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 由第A J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 

大 会 关 于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和 刑 事司 法 的 规 范 和 准 则及 执行 情 况 和 进一 步  

制订标准的优先领城的区域间筹备会议，。以及由第八居大会各区域第备会议遵照第 

七届大会第1 8 号决议所进行的工作，

68

89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见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85年 8 月 2 6 日至9 月 6 日， 

来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 IV。1) , 第一■章，义节，

同上，E 节，

A/C OÏTF. 144/ 工I'M*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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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的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 2 . 推荐该《基本原则》供国家, 区域和区坡间采取行动并付诸拍行，为此应 

考虑到每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和传统；

" 3 . 透各会员国在其本国立法和惯例的范國内考虑和遵守该《基本原则》；

" 4 .  _̂ 各会员国将《基本原则》提请律师、法官，政府行政郁门和立法机关 

的 成 员 以 及 公 众 知 照 ；

"5 .  ^ 各会员国从1 9 9 2 年起，每隔五年，将执行该《基本原则》所取得 

的 进 展 其 传 播 情 况 ，纳入本国立法、惯例、程序和政策的情况，在国家一级 

<寸诸执行所遇到的问题以及需要国际社会提供何种援助，告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 

将这些情况向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出报告，

" 6 . 吁请所有政府促进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举办研讨会和训练斑,宣传律师 

乍用以及尊重从事法律取业的条件的平等》

" 1 . 促请各区坡委员会、 区域和区域间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研究所，联合国系 

统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实体、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以及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享有 

客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暮本原则》的执行并将为传播和执行《基本原则》 

而作出的努力以及执行的程度告知秘书长，并请秩书长将这方面的资料列入其向第 

九届大会提出的拒告中；

" 8 . 要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考虑, 作力优先事项，设想各种方法确保本决 

议 有效执行；

" 9. i 秘书长：

" { a ) 采取步骤，酌情将本决议提请各国政府和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知照，并 

安徘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基本原则》；

" ( t ) 将 《基本原则》收录于下一次出版的联合IS出版物《A 权 ：国际文件汇编》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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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根据请求，向各国政府提供专家服务和区域或区域间顾问服务，协助tA行

《基本原则》并就实际提供的技术援助和培训情况向第九届大会提出捐告；

"(d)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g会第+ 二届会议振告为执行《基本原则》而采取的 

骤。

" 附 件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 鉴于世界各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申明决心创造使正义得以维持的条件并 

宣布其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不分种族、性別、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 

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鉴于《世界人权宣言》" 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由独 

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听证的权利以及为每一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人进 

行辩护所必要的各项保证，

" 鉴于 t 公民权利如政洽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宣布了在不无故拖延情况下受 

审的权利以及由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卸公开听证的权利i 

" 鉴于《经济、社会奸文化权利s 际公约》" 回顾了各® 根 据《联合E 宪 章》负 

有义务促进普遍尊重射I遵守人权与自由，

" 鉴于《保伊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明文规足，被拘留的 

人应有权获得法律顾问的协助，有权与法律顾问联络和建两，

" 联大第217A(工II)号决议。

" 联大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 联大第 43/173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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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4建议，应确保未受审讯犯人享有获得法律协 

助与法律顾问进行保密联络的权利，

" 鉴于《关 ■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 " 重申，每一涉谦或被指控犯有 

可判处死刑罪的人可根据《公民权利如政活权利S 际公约》" 第 1 4 条规定在诉讼 

的各阶段获得适当的法律协助，

" 鉴于《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寧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为改善罪行 

的受害者获得公理与公正待遇，追复原物、赔偿和援助推荐在国际、和国家各级采取 

各项措旅，

" 鉴于充分保护人人都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无论是经济、社会如文化权利或 

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 

法律服务，

■律师专业组织在淮护职业标准命道德，在保护其成员免受追善如不公正限 

制卸侵权，在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在与政府加其它机构合作进一 

步推进正义射公共利益的目标等方面起到极为重要作用，

"下列各项关于律师作用âg基本原则是为了协助各会员国促进和确保律师发挥正 

当作用而制订的，各国政府应在其本国立法和习惯做法范围内考虑和算重这些原则， 

共应提请律师以及其他人例如法官、检察官、行政和立法机关成员ik及一般公众予 

以注意。 这些原则还£1酌情适用于虽无正式律师身份但行使律肺职能的人。

"获得律师协助法律服务 

" 1. 每个人都有权请求由他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如确立他的权利并在刑事 

诉讼的各个阶段为他辩护。

" 2 . 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在其境内并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 

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洽或其它见解、原国籍或社会出身、

见 《人权：国际文书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2188. XIV, 1), 

G节。

联大第40/34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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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出生、经济或其它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技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 

助的迅捷有效的程序加机制0

" 3 . 各国政府应确保拨出向穷人并在必要时向其他处境不利的人提供法律服务 

所需的資金和其他資源。 律师专业组织应在安播和提供服务、便利加其他资源方 

面进行合作。

" 4 . 各国政府和律师专业组织有责任促进有关方案，使公众了解法律所赋予他 

们的权利如义务以及了解律师在保伊他们基本自由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为此目 

的，应特别注意对穷人如其他处境不利的人給予帮助，使他们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并在必要时请求律师协助。

" 开j y 司法案件中的特别保陵

" 5 . 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拘留或监禁或者被指

控犯有剂事罪的每个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

" 6 . 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 

名有经验相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 

付费用，可不交费。

" 7 . 各国政府还应确保，任何被速捕、拘留或监紫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 

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這捕致 

拘留之时起的四十A 小时。

' " 8 . 遭逮捕、拘留威监禁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问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廷地、 

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査加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 这种 

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资格和培训

" 9 . 各国政府、律师专业组织如教盲机构应确保律师受过适当教育如培训，具 

有对律师的理想和道德义务以及对国内法扣国际法所公认的人权命基本自由的认识。

"10.各国政府和律肺专业组织如教育机构有义务确保在法律职业范围内，对于 

开始从事或继续从事开业者不因其种族，肤色、性別， 民族、宗教、政洽或其他见 

解、原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经济或其他地位而有任何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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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在11内有一些群体、社区或地区对法律服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这类群体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或语言或者这类群体曾是以往校视的受害 

者的情况下，该国政府和律师专业组织如教盲机构应采取特别措施提供机会便来自 

这类群体的人选能进入法律专业，并应确保他们受到适合于其群体需要的培训。

"义务如责任

" 1 2 . 律师应随时随地保持其作力司法工作重要代理人这一取业的荣香和尊严。

" 1 3 . 律师对其委托人负有的职责应包括：

« ( a ) 对委托人的法定权利力》义务，以及在与此种权利ifo义务有关的范围内，对 

法律系统的运作，提出各询意见：

« ( b ) 以一切适当的方法帮助委托人，并采取法律行动保护他或他的利益Ï

" ( c ) 在法院、法庭或行政当局面前给委共人以适当的帮助。

" 1 4 . 律师在保ÿ■其安托人的权利和促进维护正义的事义中，应努力维护受到本 

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侯都根据法律和公认âü准则 

以及律师的耿业道德， 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

" 1 5 . 律师应始終真诚地尊重其委托人的利益。

"保证律师履行职责的措施

" 1 6 , 各11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悄11̂ 妨碍或不适当  

的干涉；（b)能够在S 内以及国外旅行并自由地同其委托人进行Ï差商；《C)不会由于其 

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理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脉会受到 

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

" 1 7 . 律师如因箱行其职责而其安全受到敦脉时，应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陵。

" 1 8 . 不得由子律师履行其职责而将其等同于其委托人或委托人的诉因。

" 1 9 . 凡是律师辩护权在其面前得到确认的任何法院或行政当局不得拒绝承认一 

名合格律师代表其委托人出庭的权利，除非按照本国法律如惯例以及根据这里所述 

的基本原则，该律师已被取消资格。

"20. 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伊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力职责任务出现于 某 一  

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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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 

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这种查阅机会在 

刑事诉讼中不得晚于调查或初审程序结束时提供。

" 2 2 . 各 fü政府应确认加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终如 

嗟商均厲保密性的。

"言论加结社自由

" 2 3 . 与其他公民一样，律师也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特别是 , 

他们应有权参加有关法律、司法以及促进如保护人权等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有权加入 

或筹组地方的、全 (S的或 ®际性的组织相出席这些组织的会议而不致由于他们的合 

法行为或成为某一合法组织的成员而受到专业的限制。 律师在行使这些权利时，

始终遵照法律軒公认准则以及按照律!I?的取、业道德行事。

"律师的专业组织

" 2 4 . 律 ijiirÈ有权成立和参加由自己管理的专业组织以代表其自身利益，促进其 

不üTf受到教育矛3培训，并保ÿ*其 职 业 完 善 。 ' 专业组织的执行机构应由其成员选 

举产生弃应在不受外来于涉情况下行使职责。

" 2 5 . 律师的专业组织应与政府合作以确保人人都能有效和平等地得到法律服务, 

并 ?̂3保律师能在不受无理干涉情况下按法律和公认的职业称准打道德向其当事人提 

供意见，协助其当事人》

"纪律诉讼

" 2 6 . 应白法律界通过其有关机构或经由立法，按照本国法律禾口习惯以及公认的 

S1际标准和准则，制定律师巧业行为守iT4

" 2 7 . 对在职律11̂所提出的指控残控诉应按适当程序迅速、公正地加以处理。律 

师应有受公正审讯的权利，包括有权得到其本人选定的一名律师的协助。

"28. 针对律师提出的纪律诉讼应提交由法律界建立的公正无私的纪律委员会处 

理，或提交一小独立的法定机构或法院处理，并应接受独立的司法审査。

"29. 所有纪律诉讼都应按照职业行力守则和其他公认的准则和律师职业道理规 

范并参照本基本原则进行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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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U/110号决定

预防和控制有姐织犯罪，

1990年2月16日，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1次会议决定建议经濟及社会理事会 

向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草案，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项 

目5 (议题3 )下采取行动：

" 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承认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基本体制具有很大的破坏和腐蚀影 

响，对其日益增长的威勝所提出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加有效的国际合作， 

" 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米 

兰行动计划》""建议迫切需要作出重大的努力来控制以致最终根除麻醉品非法 

贩运和滥用以及有组织犯罪的被坏性现象，

" 并忆及第七届大会在其第1号决议W中建议应要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 

会制订一个全面的准则和标准的纲领，以协助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在国家、区域 

和国际各级打击有组织犯罪，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年8月26日至9月6日，米兰》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6. IV.1 ),第一章,A节。

同上,E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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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fc及联大1985年11月29日第40/32号决议核可了《米兰行动计划》为 

加强预防犯罪和开j事司法方面国际合作的有用和有效手段，并认可了第七届大 

会一致通过的其他各项建议，

" 法意到联大1986年12月4 日第41/107号、1987年11月30 B 第42/59号和 

1988年12月8 日第43/99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年5月21日第1986/10 

号和1987年5月28日第1987/53号决议均促请会员国优先重视执行《米兰行动计 

划 》所载各项建议，

" 还法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4B第1989/70号决议呼吁各国政 

府 、各国际姐织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在特别注意促进国际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 

方面与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进行合作，

" 并注意到联大1989年12月8 日第44/72号决议重申〈〈米兰行动计划》继续 

有效，并请第八届大会除其他外，为根除有组织犯罪活动提出切实可行的控制措 

旅，

" 1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裁准则，以作为采取国家和国际行动打击有组织犯 

罪的宝责建议；

"2 .保请各会员国积极考虎箭情在国家和国际各级执行这些准则。

" 附件

"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准则 

"A .国家措施

" 预防战略

" 1 . 提高民众的认识和发动民众的支持，这是任何预防行动的重要因 

素。教育和宣传方案以及一般民众耳闻目睹的过程，都已成功地改变了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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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赢得了大众的支持。这种措旅有助于抵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欺诈行经，可 

以系统地加以进一步发展和利用，把方向对准对社区具有特别的社会和经济危 

香的领域，争取宣传媒介的合作,在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 2 . 应当鼓嚴研究有组织犯罪的结构和评价现有对策的有效性，因为这 

将有助于为制订预防方案提供更可韋的资料依据。例如, 研究有关行骑受贿、 

其原因性质和影响、与有组织犯罪的关系以及反行赠受跨的措旅等方面，这是 

制订谓防方案的一个先决条件。

" 3 . 应继续不断地探索可预防或尽量减小有组织犯罪影响的各种办法。 

虽然盤个顶防犯罪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仍是一个未充分发展的领域，但一些方面 

的特别措施已经收到效果。应鼓助拟订详尽的方案，用以对潜在的犯罪者设置 

阵碍，减少犯罪的机会和使犯罪行为更加引人法目。欺诈控制方案就是朝着这 

个方面迈出的重要而积极的一步。其他措旅包括评他有可能受诈的薄弱环节 

的危险性分析，针对诸如制度和程序的控制战略，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资，人身 

安全、信患和情报，电脑，债查战略和培训方案。还应建立反行贿受贿的机构或 

其他类似机制。研究犯罪的影响和确定新的发展方案中促成犯罪的因素，将为 

在规划阶段就采取补救和预防措旅提供机会。

" 4 . 提高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效能也是重要的预防战格，因为更加有效和 

公正的审案将是抑制犯罪的一个因素，而且加强对人权的保降。正如《从发展 

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角度来看预防犯罪和到事司法的指导原则》""所强调的 

那样，改善计划过程。把一些往往相互独立活动的开j事司法机构连接到一起，采 

取统一行动，也可制止犯罪。

《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一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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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应改进对执法和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和专业水平，以提 

高国家到事司法系统的有效性、一致性和公正性。应制定区域的和联合的培训 

方案，交流成功办法和新技术。

"6 . 应确认和支持麻鲜品生产国为根除非法生产和加工麻鲜品而作出的 

努力。特别是，发达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实施作物替代方案。 

发达国家还应加强努力，争取大大减少其本国境内非法麻鲜品的需求量和消赞 

量。

" 刑事立法

"7 . 应鼓助制定想办清洗赃敦和有组织欺诈罪行及以假姓名开立和使用 

帐户的新立法。利用电脑犯罪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领域。此外,有必要改革与 

控制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民事、财政和管理立法。应通过第A 届大会广泛宣传近 

几年来的一些重大创新，以便推动为协调关于有姐织、犯罪的开I法莫定坚实的基 

袖。

" 8 . 没收犯罪的收益是进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的是 :规定冻结或和留、充公或没收用以犯罪或由犯罪而得到的財产；由法院 

根播对嫌疑罪犯犯罪行为所得收族的货币价值的係算作出罚敦的判决。应让其 

他有兴趣的国家注意到一些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制定的补救办法，以便推广应 

用。

" 刑事侦查

" 9 . 应重点注意刑事债查的斩方法和各国 " 追踪金钱线索"的巧妙办 

法。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责令金融机构提供一切必要信患，以便追餘金 

钱线索，包括关于某个人的张户细节,并要求这些机构向有关当局报告可疑的交

易情况。一旦主管司法当局签发了司法命令，镇行和金融机构则不得诉诸保密

原则，



E/1990/31 
E/ÀC.57/1990/8 
Chinese 
Page 94

" 1 0 . 使用电信和电子监视也是适当而有效的方法,但应考虑到不侵犯人

权。

"11. 保护证人免遭暴力和恐的办法在刑事侦查和审讯过程中及打击有 

组织犯罪的执法努力中越来越重要。此办法包括为证人提供受保护的住所和人 

身保护，转移住所,提供资金援助和更换身分。

" 执法和开j事司法机关

" 1 2 . 执法工作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方案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在不影响 

适当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确保执法机构拥有充分的权力.应考虑建立拥有多种专 

业人员的专门机构，专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必要性。

"13. 还应大力强调应用旨在提高侦查和审制当局包括检查和司法机关有 

效性的技术与组织播族。此外，应将职业道德课程列入执法和司法培训机构的 

教材。联合国制定的某些文书，例如《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和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可作此用途。

"B . 国际合作

"14. 有组织犯舉的跨国性要求紧迫制定更加全面的行之有效的合作斩安 

排。各会员国有关机构之间交换信患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需要加强和进一步 

发展。

同上,D节。

联大第34/iæ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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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各国政府应大力支持各国和国际机构打击非法贩运麻醉品的所有主 

动行动，应向其他国家发出有想织犯罪形成的迫在眉睡的危险警告。各国必须 

在责任分担的基細上参与打击非法贩运麻醉品的活动。在这方面，应鼓励和作 

出坚持不辦的国际查禁努力，将交流必要资料和交流业务资源结合起来。

" 1 6 . 应制定和执行没收非法所得财物的示范法规。

" 1 7 . 应制定具体的战格和办法，在合法金融市场和不义之财资本市场之 

间竖立更加丰固的屏障，应通过各有关国际组织和有关机构的紧密协调,制定适 

用于海外金融和有关全球电子处理资金划拨业务的合作安徘。

" 1 8 . 应加强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扩大咨询服务，以便共同交流经验和創 

新办法，并援助有需要的国家。应鼓励召开由各国公检法当局成员参加的国 

际、区域和分区域会议。

" 1 9 . 应在护照查验和行李检查方面使用现代的先进技术,还应鼓励作出 

努力，监測并查明跨国性偷窃、转移或非法转运所用的汽车、船舶和飞机。

" 2 0 . 应建立或扩大拥有执法。财政和罪犯记乘的全球，区域和国家的可 

靠数据库。

" 2 1 . 应优先重视在转移刑事诉讼程序和执行开j事判决方面相互提供协 

助，包括协助没收非法资产和引渡程序。

" 2 2 . 应支持对有组织跨国犯罪、其原因及其与国内动乱和其他犯罪活动 

形式之间的联系及其预防和控制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和收集有关的资料。

"23. 联合国各区域间和区域预防和控制犯罪研究所以及有关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应更加重视研究有组织犯罪的问题。

"24. 应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筹资机构以及各会员 

国一齐加强支持国家、区域和国际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各填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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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11号决定.恐怖主义犯雜活动

1 9 9 0年 2 月 1 6 日，犯罪® 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 1次会议审议了提议的 

打击国廝恐怖主义的猎施（E/AC. 57/1990/5/Add . 3 , 决议草案二》之后， 

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避大会提交下列决 

议草案，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项目5 ( 议题3 》下采取行动：

" 恐怖主义犯罪活劲

"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意识到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对社会和政治德定以及对无数人的生命构 

成^ 重m ,

" 对这类犯罪活劲的迅速国际化表示关切,

" ^ 对于恐怖主义活动国际化的趋势必菊在全球范图相应地作出协调一致的E  

际响应，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以协商一激方式通过的《米兰行劫 

计划》*•*申明必须优先考虑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适当时由国际社会采取 

协调致的联合行幼，
1M

"并忆及第七届大会在其第2 3 号决议 : 中要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考虎制订 

建议，以保进采取国际行劫，加强针对恐怖主义性质的罪行的执法措旅，包括？U度 

程序和其他法律援助与合作的安徘，

• 对论情况见第四章，

…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瑪犯待遇大会， 198ÎÎ年 8 月 2 6 0 至 9月 6B, 
米兰》（联 合 国 出 物 ，’出售品编号， E .8 6 • 工v，n , 第一章，A 节。

同上，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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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联大在其1 9 8 5 年 1 1月 2 9 日第4 0 / 3 2 号决议中核可了《米兰 

◎ 劲计划》：为加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国际合作的有用和有效的手段，并认

可了第七届大会一致通过的其他各项决议，

"还注意到联 大 1 9 8 6 年 1 2 月 4 日第 4 1 / 1 0 7 号， 1 9 8 7 年 11^30

曰第4 2 / 5 9 号和 1 9 8  8 年 1 2 月 8 日第4 3 /  9 9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 9 8 6 年 5 月 2 1 日第 1 9 8 6 / 1 0 号和 1 9 8 7 年 5 月 2 8 日第1987/

6 3 号决议均促请会员国优先重视执行《米兰行劲计划》 ，所载各填建议，

"意识到联 大 1 9 8 9 年 1 2 月 8 日第4 4 / 7  2 号决议重申《米兰行助计划》 ，

继续有效，并请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提 

出切实可行的控制措旌，

"又忆及联大 1 9 7 2 年 9 月 1 8 日第3 0 4 0  ( X X V I工》号、 1 9 7 6 年 1 2 

月 15 日第 3 1 / 1 0 2  号、 1 9 7 7  年 12 月 16 日第 3 2 / 1 4 7  号、197£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4 / 1 4 5 号、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6 / 1 0 9 号、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8 / 1 3 0 号、 1 9 8 5 年 1 2 月 9 日第40/61号、 

1 9 8 7 年 1 1 月3 0 日第4 2 / 5 9 号和 1 9 8 9 年 1 2 月 4 日第4 4 / 2 9 号

决议对恐佛主义表示的关注和遮责，

" 1 * 邀M 本决议附件所载建议，以作为采取国家和国际齐心协力的行场打击国 

际恐怖主义的一. 宝责措施；

2 . 促请各会员国积极考虑在国家和国际各级执行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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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旌 

" A , 定义

" I . 自从 1 9 7 2 年联合国权次研究国际恐怖主义以来， 国际社会一直未能 

就 " 国际恐怖主义" 一词的含义达成營遍 - •致的看法。 也未能就预防和控制恐怖 

主义暴力行为有寒表现所必需的措族达成充分的一致意见。

" 2, 但是，对于预防和控制此种现象的表现来说，是否普要国际恐怖主义的具 

体定义则是值得怀疑的。 较好的办法是确定国际社会认为不可接受的行为，以及 

- 致认为要按照玩定国际法原则制定实族和执行措旅的有效手段来加以预防和控制 

的行为。 因此，应当列出一份国际社会认为不能接受从而认为是恐怖主义行劲的 

具体港劲或行助清单，而不要试图抽象地界定这一现象。

" 3 . 此外，国际社会必须了解导致此种行为的基本原因，从而制定预防和控制 

措族《

" B . 査明问题

" 4 . 现有的国际准则可能在某些方面不足以控制恐怖主义暴力的各种形武和表 

現》以T O蹄别值得关注 , 欲乏关子Ü姊^主义受害者的明确定义;民族解放战争和非国际 

性冲突使用武力的R度 Î 各 B 针对其认为可能构成了恐怖主义義力的行为使用武力 

的限度；可能被其^&国家认为构成连反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家政策和做法；欲乏对未 

紘« 行现有® 际义务时的国寒责任的具体准则i 邀用外交終免权和外义邮袋的特权Î

"防止愈« 或杀寒无事生命或捐#基本自由的国际恐傩主义的措族和对由于因 

苦挫折、怨愤和失望，以至有人不惜栖牡人翁、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以求实 

现彻底改革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根本尿因的研究：联书处根据第六委员会 

1972年 9月 2 7日第 1314次会议的决定编写的研究报告" （A/C，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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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乏国家对国际法未予禁止的行为所负责任的准则；缺乏对武器贩运和贸易的国际管 

制和控制；缺乏和平解决冲突和实行对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充分国际机制Î "或引液 

或审判" 原侧未获普遮接受；在有效和统一，预防和控制各种形式和表观的恐稀主义 

暴力方面錢乏充分的国际合作。

" C . 开展国际合作，有效和统地预防和控制恐体主义 

" 5 , 应在国际、区域和双边等各级制定预防恐傩主义暴力的国际合作有效措旅。 

这种措族包括，公检法之间的合作Î 在负责找法和刑事司法的各机构内加强-•体化 

与合作，适当注意维护基本人权Î 在各个执法和刑♦司法级別包括各国同刑亭合作 

的办法；如II教育和培训执法人员了解预防犯罪和国际刑事合作的办法，包括开办 

国际刑法和比较开j法及诉讼法的专门培训班，作为法律教育以及专业和司法培训的 

•-个郁分；通过宣传媒介举办營遍教育和提高民众认识的节目， 以使群众清楚了解 

恐怖主义暴力的危险性。

"D . 管辖权

" 6 . 应鼓励各国在刑事和治外法权方面的法律和实践达到更大的统一 , 应避免 

过份扩大领土管絲权的范围，以防止国豕间友生不必要的法律冲突。

* * 7 .应确定赞拓权的优先原则，把领i l l 则放在首位，其次是符合现有国际法的 

其他原则。

"E .  Ü E .

" 8 . 应为引渡提供方便，作为实族 " 或弓I液或审判" 揮则的一个最有效的程序， 

各国应努力制定和有效买族国际引渡条约，无论其是多这公约或区域公约的一郁分，

还是双边协定。

" 9 , 政治犯例外情况不应访碍按现有国际公约引波恐怖主义暴力罪行，除非被 

请求国决定对被通绣者提出起诉或将诉讼转移给另一个国家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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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嚴励各国在没有双过条约的情况下，尽 * 依靠多这条约中有关引液的现行 

靓定。

" 1 1 . 鉴于多边和双边条约的数量不断塘多，由联合国着手拟订一項引液示范条 

约是• -个良好的开端。 再则，联合国还可以考虑制订一填多边引波条约，弥补现 

有条约和现行弓I渡程序中的不足和漏洞。

" 1 2 . 应数勒取代引液的其他合法措族，例如驱遂 iü境或在适当的司法保证下自 

愿遣返《

• 互助与合作

" 1 3 . 对恐怖主义暴力的预防和控制，取决于各国之间开展有效的相互合作和协 

助，获取起诉或引波罪犯所需的证据《

" 1 4 . 鼓励各国在算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的情况下，相互给予尽可能广泛的开J 

事互助与合作，依照多边条约和特定的区域和双边条约的有关规定办理。 为便于 

达到此目的， 《刑事案件互助示范条约》是加强国际合作的一个基础。

" G . 不适用的申辩

" 1 5 . 基于服从上级命令，国家行动或得到犯菲但不受愁的豁免的甲辨， 均不适 

用于违反禁止恐怖主义♦ 力行为的1ÎI际公约的人•

"H , 国家的行为

" 1 6 .国际社会应更加有效地制止某些国家迭反国际法，公然进行恐怖主义暴力 

行为，联合国应制定控制此种行为的机制，特别是通过加强联合S 维护和平与安全 

及保护人权的机构。

"17.应妓励国际社会采取各种措族制止由国家支持、进行或默许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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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鼻遵攻击的目标

" 1 8 , 应着手研究制定一项新的国际公约，使水电站或核设旅等特别而遭攻击的 

目标得到更好的保因为这些目标遭到破坏将给居民造成巨大的危寒，给社会带 

来严重的损失。

3 9 . 联合国应与各有关专门机构合作召开一次专家会议，确定这类易遭攻击的 

目标，并制定适当的保措施。 联合国应援助任何受到恐怖主义或其境内的恐怖 

主义组织的危害的国家消除这种现象。

" J . 管制武器、薄药和炼炸物

" 2 0 . 各国应制定适当的国家立法，有效管制武器、萍Ï5和爆炸物以及其他危险 

物品，以免这些物品落入一些人的手中，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

" 2 1 . 应制定有关此类物品转让、进口、出口和存放的国际条例，以便可以使海 

关和边防检査协调一致，除公认的合法用途外，防止其跨国流通。

*• K . 保护审判人员和刑》司法人员

" 2 2 . 各国应采取猎施和政策，有效地保护审判人员和刑事司法人员,包狂  

涉及审判恐怖主义案件的陪审员和律师，并应相互合作以落实此肿猎施，

L , 保护受寧者

" 2 3 . 各国应报据《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基本原则宜言》" Î  

为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订立适当的保护机制和制定有关的援助立法•

" 2 4 , 亦应拟订关于上段所述问題的国际准则，

" M. 保护证人

- 2 5 . 各国应采取措施和政策，有效地保护恐怖主义行为的证人，

《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一章， 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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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 在保证人方.案方面富有经验的国家应考愿向打算实施类似方案的其 

他国家提供缓助*
" H. 罪 犯 糊

" 2 7 . 刑法的目的包括逼制、预防和使罪犯重返社会，但是对于以意识形态为动 

机的罪犯，却难以达到上述目的。 因此，建议应开展关于此类罪犯待遇的研究， 

伽定其监禁期间的方案，并制定其他改造办法和着眼于社会防ÿ •的方案。

" 2 8 , 应考虑制定对不同国家恐怖主义分子实行统一的刑罚标准，消除重大的差 

别。

" 2 9 . 必须按照《世界人权宣言》"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禁 

奴公约》 e 《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广 

《废止强迫劳动公约》、… 《 禁 止 酷 刑 相 其 他 残 忍 、不人道或有得人格待 

遇或处罚公约》T 及 《囚 犯 待 避 .最低限度标准规定》U•中所阐明的各国际公 

认的人权称准和规范，对 所 有 罪 犯 同 仁 。

" 0 , 宣传媒介的作用 

« 3 0 . 各国应考虑制订有关宣传媒介的指导方针或鼓励确立自愿的指导方针，以 

控制下述现象：对恐怖主义暴力过份演染和为其辩传播潜在目标的具有战略性 

的情报；在恐怖主义行为正在发生时传播战术性情报，从而可能危及无幸平民和执法

10,
1er
1M

% 0 f

联大第 2 1 7 A 《工II)号决议。

联大第2 2 0 0 A ( XX I》号决议，附

联大 7 9 4 ( v i l ：n 号决议。 „  , 、
见《人权国际义书 jC编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8 - XI V-  1 ),

F • 节，

联大第39/46号决议，附件 .

《人权：，…，…汇编》， Û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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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生命安全或访碍采取有效的执法措族，防止或控制此类行为和将罪犯捉拿归 

案。 制定这些指导方针决不是要限制国际公认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也

不是要鼓励于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

" ?•编寡国际刑法和建立国际刑亭法庭

"3 1.应编黎国际开]法，鼓励国际法委负会与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合作开展编 

黎的各方面工作。

" 3 2 ,应考虑是否可在国际法院范围内设立个特别则事法庭或另外设立-•个国 

际刑事法庭。 应考虑到例如19 5 1年和 1 9 5 3年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规 

约寒案和1 9 8 0年关于设立国际法庭实族《紫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的规约S 案。 另外，联合国应鼓励各B认真探索是否可在本组织的领导下设立这 

样一小国际法庭，使严重的国际罪行，特别是恐怖主义罪行纯之以法。 可以通过 

对某些特别有. 和 (或).险恶的罪行实族營遍管格权原则来实现这目标》

"Q. 加强国合作的有效性

" 3 3 .联合国应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尿子能机构等专门机 

构进行合作，共同编写现有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包括报告有关♦件和案 

件的傳细愤况（逮捕，起诉，审判和判则》，以供在œ 际上分发。

"34 . 數已签署禁止恐怖主义暴力的各项®际公约的国家尽早批准这些公约并 

采取有效措族实族其规定。

"3 5 . 數促廣未签署紫止恐禅主义暴力®际公约的国家尽早加入这些公约并采取 

有效措族实族其规定。

« 3 6 .數促各国签署和批准1 9 8 8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会议所通过的 

《严紫危寒海上航行安全的非法行劲公约》和 《严紫以非法行动危害位于大陆架上

" *联大第3 0 6 8 ( XXVIII》 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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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平台的安全的议定书》以及1 9 8 8 年 2月9 日至2 4 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航空法会议通过的《严禁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进行 

非法暴力行助议定书》《

" 3 7 . 联合国应以各种方式數斯各国采取豫防政策、战格和行动，以确保有效实 

族有关国际公约，包括加强公检法三方之间酌合传。

«38.应在联合国范 ®内形成一塞通报和监溯恐禅主义暴力行助和各国反应的制 

度，并应编写年度报告，广泛分发给各会员国。

"39.应如强联合国的中心作用，特别是联合国维也纳办♦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 

义♦务中心颂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处的中心作用，从而实现上述各明目标和本组织其 

他宗旨，包括维护和平、加强世界秩序和依法打击犯罪活动。"

第 11/112号决定.刑事案件5；助示范条约

1 9 9 0 年2 月 1 6 日，犯罪预防和控翻委员会第1 2次会议审议了剂事案件 

互助示范条约( E/AC, 57/1990/5/Add. 3,决议，案三）之后，决定建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革案，以供在 

其临时议程项目5 (议题3 )下采取行动：

"刑事案件互助示范条约 

"第/V届联合国预算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铭记第七届联合国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并经联大 

1 9 8 5 年 1 1月 2 9 曰策40 / 3 2等决议核准的 <米兰行劲计划》，，，：

" 义铭记《从发展角度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ft角度来♦豫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的指I原

讨论情况见第四，.

《第七届联合B 冗防犯罪和難犯待遇大会，1 9 8 5年8月 2 6 日至9月6 曰， 

米兰》（联合国出版物，fBHf品编号，S«86• 工 第 1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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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在其第3 7 项 原 则 中 规 定 ，联合国应拟定示范文书用以作为国际的和区埃 

性 公 约 ，并作为各æ在执行法律时的括南，

" 七届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有想奴犯暴的第1号决议，，♦特别便请各会资国加 

a 它们在a际一级的清场，打击有组织犯罪，鬼括菌情錄结关于引渡和法律互助的 

双途条灼，

" 义忆及第七届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恐傩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的第2 3 等决议"‘斤 

请所有a 東采取各种步操在互助等领域如强合雅，

" 还忆及《联合S 禁止非法《运麻翁药â 和精神箱物公约》

" 感谢各E政府,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位专家，特别是漠大利亚政府和国际法  

协会r i 刑寒案件至助示范条约所作的 f宝责jttt,
" 严重关注国内和跨a 犯 I I的不断升级^

" 深信建立双进和多过刑亭案件互助安徘将大大有助于促进更加有效的国际合作 

控制犯罪，

" 意识到必须本重人的» 严并忆及《世界人权宜言》' "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灼》"7所体现刑事诉讼中涉及的海小人所应有的权利，

" 痛认刑寧案件互助示范条约作为对付犯罪，特别是犯雄的新形式和新规摸 

的各方面复杂问题和严重后系的有效手段十分重要，

" 1 .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裁的《刑 ♦ 袁件互助示范条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框架，对有关国家谈判和缔结旨在改进犯罪预防和刑举司法事务

中的合作的双进■ ^有所助益Î 
" 2 . 直 iii未与其他国家建立荆事互助条约关系或希望修订现策条约关系的会员 

B在这样傲时，考虑到《刑事案件互助示范条约》；

" 3 , 促请所有国策进一少加强射事司法領域中的æ际合作和互助；

B/COSP.82/15 和 Corr.2 , 
联大第217A ( 工I I ) 号决议， 

联大第2200A(XXI》*f决议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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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书长提请各Œ政府注意本决议及其所附《示范条约》Î

" 5 ,又促请各会Æ S 定期向松书处通报其在建立刑亭案傳互助安排方面所敛的 

努力Î

" 6 ,里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定期审查在这一领城中所取得的进展情扰》

" 附 件  

" 刑事案件互助示范条约

"__________________ S 和__________________ 31,
" 着 望 相 互 提 供 最 广 泛 的 合 作 ，打击犯難活动，

" 養协议如下，

" 第 1条 

，" 适用范围 "》，

" 1 . 缔约国应按本条约规定，对于犯罪的债査或诉讼，相互提供尽可能广泛的 

互助，如果在提出协助请求时，对该罪行的楚处厲于请求a 司法当局的管辖范围的 

话0

" 2 . 按本条约提供的互助可以包括：

" ( a ) 向有关人员牧集证据或证词,

" ( b ) 协助得到被拘留者或其他人的作证或有助于调查工作J

"(0〉 递送司法文件，

" ( d ) 执行搜査和缴获》

" ( e ) 检査物件和场地*

* * ( f ) 提供资料和证据,

" ( € ) 提供有关文件和记录的床件或经核准的副本，包括銀行，财务、公司 

或商务记承。

，，• 可在双进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拟提供的协助的范围，例知提供的协助可包括 

缔约a s 民受到判剂的资料。 並然，此种协议必頻符合被请求国的法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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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条约不适用于：

* * (a )途捕或扣押某人以便予以引渡I

**05 )在被请求a 执行在请求国作出的判决，但被请求国的法体和本条约的 

任择议定书许可者除$

" ( c ) 转送在押犯使之服剂，

" ( d ) 刑♦ 案件诉讼的转移。

" 第 2 条 

" 其他安徘 " ’

" 4 .除非缔约国另作决定，本条约不得影响缔约国之间按照其他条约或安排或 

在其他方面承担的义务。

"第 3条

" 指定主管当局

“ 5. 缔约国应各自指定并相互通报应由其提出或接牧力本条约的目的而作成的 

请求书的当局。

"第 4 条

拒绝协助
120.

1216 .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拒绝提供播助，

"(a) 被请求国认为，知果允诺该请求则会損專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 

其他根本的公共利兹I

Ilf
120
fZfi

本条确认各国执法机构及有关机构之两的非JE式协助继续发挥作用。

本条所列拒绝谈助的理由应规为示意性的罗列。

某些国家似可删去或修改其中某些条款或者尹j入其他拒绝协助的理由，例如与 

犯罪性质（如財务）、 适用的刑罚（例如死刑）的性质、共有概念（知双重管 

辖权，无时效）的要求或与特定种类的协助（如栏截 电 像 作脱氧核糖核跋试 

验 ）有关的理由》 特别是》有些国家似可将这种情况列入作为拒绝理由，即

作为该壤协助请求的依担的行为知果发生在被请求if领土内不会成为一项罪行 

(双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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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被请求ffl认力该罪行是政治性质的界行,
"(C)有充分理由确信，提出互助请求是力了某人的种族，性别、寒教，S 

• 籍，民族血统或政治見解等原因而欲对其进行起诉，或确信该人之地 

位会因其中任一床因而受到损專》

"(d)该项请求涉及某项须在被请求a 进行侦查或起诉的暴行，或在请求a 
对该罪行进行起诉将不符合被请求œ — 事不二审的法律I 

"(e)所请求的协助需要被请求国进行不符合该国法律和愤例的强制性接錄* 
如果该罪行在其管辖权之下受到债査或起诉的话。

"(f)该行为系军法范围内的暴行，而并非t 通刑法范围内的罪行。

**7.不得以後行和类似金》机构的保密为由拒绝提供协助。

“8 .被请求国可以推退执行请求，知果该项请求的立即执行将干涉正在被请求 

国进行的侦査或起诉的话。

■ "9.被请求国在拒绝或推运执行某颂请求之前，应考虑是否按某些条件准予提 

供摄助。 如果请求a 同意按这些条件接受协助，它便应遵守这些条件。

■*10.凡拒绝或推运提供互助，均应说明理由。

" 第5 条

"请求书的内容
122

" 1 1 .要求提供协助的请求书应包含下列内容：

"(a)请求机构的名称和进行该请求所涉侦査或诉讼的主管当局的名称》 

该须请求的目的和所寄播助的愤要说明,

除要求递送文件的情况外，应叙述据称构成犯罪的事实以及有关法律 

的陈述或文本I

必要的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I

请求12希望遵循的任何特定程;f或要求的理由和细节，鬼括说明是否 

要求得到经宜黎的或经査实的证据或证词,

对希望在某一期限内执行有关请求的说明，

妥善执行请求所必须的其他资料。

" (b)
" (C)

"(d)
"(e)

" (f) 
"te)

122 所列域目可在茨边谈判中加以縮减或r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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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依照本条约提liJ的请求书、住证文件或其他书函均应附有被请求国《文的 

译文或被请求国可接受的任何另一谈文的译文。

"13.如系被请求a认为请求书中歲判的资料不足以处理该项请求，它可要求提 

供补充资料。
" 第 6 条

"请求的执行

" 1 4 . 要求提供协助的请求^ 应依照被请求® 的法律和愤例加以立W找行，但缀避

守, I  g 条的规定。 只要符合其法律和惯例，彼请求国应按请求国要求的方式执行请求•

" 第7 条

将材料退还彼请求国 :

* *15 .按本条约交给请求31的任何財产以及爆始记承或文件应尽快退还被请求国, 

但后者放弃其索还权者例外。
"第 8 条

" 对使用的眼制
124

"16.请求Œ 不经被请求31同意不得将被请求ffl提供的资料或证振使用或转让于 

非请求书中陈述的侦4 或诉讼C 但在改变描按时，只要该担控的罪行为根振本条 

约可为之提供互助的罪行，则可以使用所提供的材料。

"第 9 条 

" 保守机密 … ■
* * 1 T .经请求，

，》 还列入更为详细的规定，例知关于提供执行该请求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以及 

要求被请求ffl在可能发生重大延误或作出不执行该请求时迅速将此种情况或决 

定以及拒绝的理由告知请求国。

，，* 某些国家似可删去本条或作出修改^ 例知只限于财经犯罪•

，《 有关保密的规定对许參国农来说将是重要问但对另一些Œ农来说也可後衆 

来一些问题《 各項条约中对此应作出何种性质的规定，可在双进谈判中傅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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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被请求国应尽力对提iB播助请求.请求书及其住证文件的内容以及允 

诺Æ 种协助的事实，保守机密。 知系力了执行该请求而不得不打较 

其机密性，则被请求œ 应将此情况通知请求国，请求a 应随即决定是

否应执行该请求I

请求国应对被请求国提供的证振和资料保守机密，但需用于请求书中 

所述的调查和诉讼的证振和资料除外。

" 第 1 0 条

递送文件
126

* • 1 8 .被请求国应递送请求国为递送目的而发送给它的文件，

" 1 9 .递送文件的请求应在要求某人到场之日以前至少.....天向被请求国提出, 

在紧急情况下，被请求国可放弃该时限要求*

" 第 1 1 条

二取 证 U».

" 2 0 . 经请求，被请求国应按照其法^ 取有关人fi的经宜赞或证实的证词，或 

以其他方式获取陈述材料，或要求他们拿证据以便藉送请求国。

•*21.经请求® 的请求，请求a 内有关诉讼的各当事方、他们的法体代表以及请 

求S 的代表可遵照被请求国的法律和程序，到场参加诉讼C

127

128

可在豕道^袖上对令状和司法判决等文件的递送作IÜ更评细的规定。 可以规 

定以却政或以其他方武传送文件， 及规定转送关于送达文件的证明。 例知, 
可以采用由故件人在回执上签署日期和姓名的方法或者采用由被请求国声明文 

件业已送迷并说明这种服务的形武和日期的方法来提供送达文件的证明。 这 

些文件申某-•份或几份文件可以立印寄发请求国。 经请求Œ 请求，被请求国 

可以说明文件是否按被请求Œ 的法律规定递送0 知不能递送，被请求国可以 

立即向请求S说明逐因。

取决于旅程的距高及其有关安徘。

本条关注的是在司法诉讼中取得证振，以并不很正规的方武取得某人的证词以

及出具证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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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 2 条 

" 拒绝举证的权利或义务 ,

" 2 2 . 在下述任一情况下，被要求在被请求H 或请求B a 内提供证明的人可以拒 

绝提供证明，

• * (a )被请求国之法傳允许或要求该证人在被请求IS提起的类似诉讼中拒绝 

作证，或

•• ( b ) 请求国的法傳允许或要求该证人在请求国提起的类似诉讼中拒绝作I  

" 2 3 . 如果某人声称他按照另一国的法律有权利或义务拒绝作证，则该证人所在 

的ffl家对于该事应根振该另一国的主管当局的证明以作为该现权利或义务是否存在 

的凭证。

" 第 I 3 条 

" 提供在押人员作证或协助调查W :

" 2 4 . 经请求a 的请求，如被请求B 同« 且其法律许可,则可在本人同意的情况 

下将在被请求国的在押人烫暂时特移到请求国，以便作证或协助调去。

" 2 5 . 在被转移的人货按被请求œ的法傳仍嚴加以关押的情况下，请求 ®应对该  

人贡维持关押，并在尋求转移的有关案件结束时，或在不再赛要其到场的更早时侯， 

将该在押人更送还被请求国。

" 2 6 . 如被请求国告知请求国，不再要求继续关押该转移的人则应将其释放 

并作力第1 4 条所述的人对待。
" 第 1 4 条

" 提供其他人员作证或协助调查…

" 2 7 . 请求国可请被请求国播助邀请某人,

在双这谈剑申，^ 增列一些款项，规定例知退0 证据的时间和方武。 以及 

对扣押者在请求a 的逗窗规定• -小限期。

，，》 关于前往提供协助的人所梦的开支费用问题，在第 2 9 条订有规定0 ；R进谈

‘ 判中可补充一些细节规定，例如关于151先盤付开支赛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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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在请求B 的有关刑事案件的诉讼中tb庭，但其力被控告者例外I 或 

**0>)在请求B 内协助赛关开i事案件的调查，

*• 2 8 . 被请求国应邀请该人作力证人或专家在诉讼中到场或协助调查• 被请求

国应商情查实已为该人员的安全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

" 2 9 . 请求书或传系应注明可由请求国支付的# 黏以及旅赛和生活赛。

* *3 0 .经请求，被请求国可向该人里预支一笔赛用，该笔预支应由请求国偿还》

" 第 1 5 条

" 安 全 保 证 :

" 3 1 . 在不迷反第3 2敦规定的情况下，凡某人是依照一填按第1 3或第 1 4 条 

规定提ffi的请求而来到请求aa者：

"(a)不得因其高开被请求a 之前的任何行力、不行为或定罪而在请求国对 

其进行拘留、起诉，惩罚或对其人身自由族加任何其他眼制I 

"(b) 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要求他人在有关请求所涉之诉讼或 

债査之外的任何诉讼中作证或tfr助任何债去。

" 3 2 . 知若该人I I可自由离境，但在其被正武告知或通知不再II要其到场之后连 

续 〔十五天）内，或在有关缔约a 另行商定的任一更长的限期内，仍未离开请求B 

或高开后义ffi于自己的意愿返回者，厕本条第3 1 敦应伴止遣用。

" 3 3 . 如若某人不同意依第1 3 条规定提出的请求或不接受依第1 4 条规定提& 

的邀请，则尽赞在请求书或传系中有任何相反的陈述，他不ÊL因此而受到任何楚罚 

或遭受任何S 制性措族。

" 第 1 6 条

提供公开的义件和其他记录…

" 3 4 . 被请求国应提洪作为公开记求之一部分或以其他方式向公众开放的、或任 

由公众廣买或查阅的文件或记录的W本。

… 这查规定可能是要的，只有作出了此种规定才能在梦及严重的国力犯取或跨国 

犯的案件中取得重要的证据。 然而，这些规定也可能对某些国家造成目讓, 
因此可在褒进谈判中确定本条的确切内容，包括作出增补或侈改。

… 有可能发生是否应由各自* 定的问题。 这一问题可由双进谈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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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被请求国可按照它可向其自己的执法当局和萄法当局提供文件或记承之同

件提供任何其他文件或记录的朝本

" 第 1‘7条

搜査与缴获

"3 6.被请求a 应在其法傳允许之范围内执行有关搜査与缴获以及将任何材料送

交请求国作为证据的请求，只要第三方的权利受到保护。

" 第 1 8 条

: " 证明与认廷^̂ ’4 '

*• 37 •希望提供协助之请求系其住证文件，以及应此请求而提供的文件或其他 

材料，均不应要求验证或认证》

"第 1 9 条

费用 II

«38.除非缔约各方另有协议，执行请求的一般赞用应由被请求国负担。 知果 

执行该项请求将II涉及大》的或特殊性质的开支，缔约各方则应进行事先播商，确 

定执行该瘦请求的条件和承付赛用的方武。

，《 豕进安排可包括提供关于拔査和缴获的结果的情况，以及遵守对交付缴获的财 

产所规定的条件。

，《 有座国家的法律要求由其他国家转送的文件须先经认证然后其法院才予以承认  ̂
因此^需要列入一款^ 对所需的认证作出规定^

，，， 还可列入一後更俘细的规定，例知，被请求国可责担执行该场助请求的一般赛 

用，伍请求® 厕将愈担，（a》 为执行该请求所寄的特别开支或特殊开支，如果 

被请求B提ffi要求，而且事先义经双方商定》(b)浪IB任何人来往被请求国效 

土所梦的开支，以及遵照按第1 1, 1.3,条或第1 4条，2 9, 3 0敦规定提

tij的赛求该人资在请求a 期间应支付该人ft的任何费用、球贴或支ÿ, (C》 浪 

ffi押送人资或护送人资所涉的开支，（d ) 出口报告书所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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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 0 条

二协 商 ~

" 3 9 . 錄约各方应根振任何一方的请求，迅速就本条约之一般性的或针对某一案 

件的解释，适用或执行，进行协商。

" 第 2 1 条

: '"最后条敦

* * 4 0 .本条约HI得 到批准、接 受 或 核 准 （批准、接受或核後）文书应尽快 

交换》

" 4 1 . 本条约应于豕方交换（批准、接受或核准）书之日起三十天后生效。

" 4 2 . 本条灼应适用于在其生效后提IB的请求， BP使有关的行力或不行为发生在 

该曰期之前。

" 4 3 . 任一缔灼方均可以书面形武通知另一缔约方而废除本条约。 此确废除应 

在另一缔约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 力此，经各自政府正武授权之下列代表在本条灼上签字，以昭信守。

#■一 月 _ _ 日订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条灼具

文和 文 （两种》（ 种 ）{ 两种）（ 种 ）：文本具有同等

效力。"

剂事案件互助示范条约 

.关于犯辱收益的任择议定书…

" 1 . 在本议定书内， "犯罪收益"系指被怀疑或由法院认定为直接或间接地由

，《 还可列入一些更译细的规定，例知，被请求国可愈担执行该傳助请求的一般赛 

用，但请求国则将愈担，（a l 为执行该请求所普的特别开支或特殊开支，如系 

被请求a 提 Ê 要求，而且事先义经豕方商定I 浪任何人来往被请求国效

土所涉的开支，以及遵照按第1 1 ,  1 3 条或第1 4 条第2 9 ,  3 0敦规定提

出的要求该人良在请求a 期问应支付该人员的任何赛用、津站或支 IÜ, (C) 漱 

出押送人货或护送人资所涉的开支 I ( d )出口报告书所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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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颂犯罪而得来的或赚来的财产，或者怀疑或由法院认定为体现Ô 由于某填犯罪 

而得来的财产价值和其他利益的财产。

" 2 . 被请求国在接到请求之后应设法确定是否有通过被指控之犯罪获得的任何 

收益位于其赞絲范围之内，并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03。 请求S 在提出请求时应通

报被请求® 其所以认为此种收益可能位于其管辖范围之内的依据。

" 3 . 遵照按本议定书第2 敦提出之请求，被请求S 应尽力追查资产，调査有关 

的资金交易，并设法获得可能有助于确保追回犯罪收益的其他情报或证振。

" 4 . 知若根摆本议定书第2 敦之规定发现了可疑之犯罪收鼓，则请求S 便应在 

其法律允许之范围内，在请求国法统对该收益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措族防止就 

此种可疑的犯罪收益作 IB任何交易，转移或处里。

" 5  •被请求SI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或允许执行由请求国法院作出的 

关于没收犯罪收益的最终裁决* 或遵照请求国的请求，采取其他适当行动以取得该

" 6 • 缔约各方应确保在执行本议定书时》尊重善意第三方的权利，

" 为此，经各自政府正武授权之下列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年 月 日订于 ，本条约具 文和

文 { 两种》（_ _种 》文本， （两种》 种 ）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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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13号决定. 对犯罪和邀用权力行为受專者人权的保护•

1990年2月16曰，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2次会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草案，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项 

目7 (议题5 )下采取行动：

" 对犯罪和遗用权力行为受害者人权保护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对犯罪和受善现象继续构成严重问题一事表示关切，这既影响到♦人也 

影响到所有群体，而且深深超越了国界，

" 强调采取公平而人道地对待受害者的预防性行动和播旅的必要性，而这 

些人的需要过去是经常受到忽视的，

" 承认《为罪行和i监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的  

重要性，该 《宣言》为补偿和援助这类受善者提供了标准和准则，需要广泛予以 

传播并付诸实施，

" 欢迎迄今为止为制定贯彻《宣言》的适当办法和推动其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的实旅而做出的努力，

" 强调社会团结的必要性一这就需要建立社会各成员间的密切的联系，以 

保降社会治安和对受事者权利的尊重一及提供必要的机制和措族的必要性，以 

便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向受，者提供补偿和协助，

" 鉴于执法机构、檢察官、律师和审判员在执行《宣言》方面的关键作

用，

" 铭记1984年12月10日大会第39/46号决议所通过的《禁 ib睡开j和其他线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有关规定，

•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联大第40/34号决议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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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铭记预防和控制犯扉委员会所正进行的工作，

"忆及1989年1月22日至25日在开罗举行的国际讨论会通过的《执法与受 

害者人权开罗宣言》，

"并忆及由1986年5月在意大利锡拉库札举行的国际犯罪学高等研究所特设 

专家委员会编写、并经1987年11到12月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积极参与预防犯 

罪，到事司法和罪犯和受害者待遇方面工作的各主要非政府组织的一次讨论会 

所修订的报告，

" 1 . 赞赏地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57号决议; 
"2. 建议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在执行上述决议时应考虑到有关非政府 

组织已经提出的各项重要建议；

" 3 . 呼吁各国在制定国内立法时考虑到《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善者 

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各项规定；

" 4 . 建议各国政府考虑为罪行和j监用权力行为受害者提供公共和社会支 

持服务，并应支持各种与文化相适应的受害者援助，信患和赔偿方案；

"5. 直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到事司法方案的范围内设立国际基 

金并向其捐款，以赔偿和协助跨国犯罪和温用权力行为受善者个人或集体，并促 

进这一方面的国际研究、资料收集和传播及政策指导方针的确定；

" 6 . 建议各国根播《宣言》的原则编制培训方案，目的在于闻明和宣传犯 

罪和i监用权力行力受害者的权力,应将其作力法律系、犯罪学研究所、执法培 

训中心和司法学院的课程中的一部分；

" 7. 号召各国在国际和区域一级交流在实旅与保护犯罪和池[用权力行为 

受善者有关的法律规定时所使用的方法的情报和经验；

" 8 . 建直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加强技木合作活动，以帮助各国政府执行 

《宣言》和其他有关指导方针，并加强这一方面的国际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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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14号决定. 开j法在保拍自然和环境中的作用*

1990年2月16日，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2次会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尚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草案，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项 

目3(议题1)下采取行动：

' "刑法在保伊自然和环境中的作用

" 第八届联合国频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确认必须对环境在整体上以及在其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上加以保 

护，保持其本来状态,作为生命的基ill和依托，

"深切关注由各种危害性影响因素对环境造成的B益增大的捕專，

" 惧怕对生态系统进一步的棱坏会导致发生一场环境灾專，

"认识到必须加紧进行国际努力来振救环境或至少保护它会，得进一步恶

化，

"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只有播高了对问题的认识并有了随之采取行动的愈 

愿时，保护环境的各种有效措施才能得到执行，

"m 联合国应，特别是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在促进保护环境方面 

发挥重大作用，

"又确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处理环境问题的首要机构，

"进二除了由行政法规规定的措施和民法规定的赔偿责任外，还应 

在刑法领域采取一些措施作为最后的手段，

" 1 . 吁请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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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认识到必须视必要颂布和实旅旨在保护由于环境恶化而面临威 

脉的人以及保护生态系统和诸如水、空气和土壤等自然资源的本国开I法I 
" ( b ) 在本国到法中作出规定，保护自然和环境，禁止弃置危险废物 

或其他类似的物质并禁止建立它们认为其危，水平不可接受的危险性技术 

设族；

" ( c )安排对本国开i法作出必要的修改，以便保护自然和环境；

" ( d )切实执行有关环境保护的本国法律，奄括到法在内；

"2. i 各会员国：

" (a) 采取措族促进公共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并促使随时作好采取相 

应行动的准备；

" ( b )考虑成为环境保护和维护自然各填公约的缔约国；

"3. i 秘书长：

" ( a )被场在今后有关保护坏境的国际公约中列入些条敦，规定各国应 

颁布按本国刑法给予的制裁；

" (b) 研究使涉及按国家刑法给予刑事处分的现有国际条约的条敦进一 

步趋于协调的可能性；

" ( c )每隔五年编写一份关于环境到法领域最新发展情况的报告，

" (d) 评係在未来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对这一主题应给 

予的优先地位。 "

第11/115号决定. 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1990年2月160,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2次会议审议了提议的囚犯待遇基本 

摩则(A/C0NF/144/RPM.3)之后，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草案，供其在其临时议裡项目4(议题2)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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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长期以来■-直关法到事司法的人道主义化和对人权的保

护，

" 又法意到行之有效的犯罪预防和控制政策对于制定可行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至为重要，

"确认由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陕 

度标准规则对于制定别罚政策和办法有着很大价值和影哦，

" 考虑到历届大会均关法胆碍着充分执行《规则》的各种味碍,
阐明作为《原则》的根据的基本原则将有助于《规则》的充分执

行，

"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華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囚犯的地位的第 

10号决议和关于囚犯的人权和第17号决议，

"又忆及由国际援助囚犯协会、国际慈善社、世界基教协进会基努教国  

际事务委员会、国际教育工作者争取世界和平协会、国际成人教育理事会、国 

际人权联合会，国际学生联合会、世界基哲教青年会同盟和世界土著人理事会 

在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提交的书面味述，上述组织均系在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二类非政府组织，

"进一步忆及第八届大会关于监禁问意、其他刑法制裁及监外教养措族方 

面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区埃间筹备会议的报告1""所载的有关建议，

"觉察到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恰好是在联大1987年12月 
7 0第42/104号决议中宣布的国际扫言年召开，

"希望反映出由第七届大会提出的见解，即开j» 司法系统的职絶是促进维 

护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规范，

见 《人权:国际文书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岛编号:E.88.XIV.1),G节。 

A/C0NF.144/IPM.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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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确认起草一项关于囚犯的人权的声明是有用的，

"肯定下面所述的囚犯待遇基本原则,并请联合国秘书长将其转告各会员

囚犯待遇基本原则声明

" 1 . 对于所有因犯，均应使其人类画有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适当的，重。 

" 2 . 卞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观点、民族 

或社会根源，財产、出生或其他状况而有任何故视。

" 3 . 但是，在当地条件需要时,似应算重囚犯所厲社团的寒教信仰和文化 

信条。

" 4 . 监献液行其和押囚犯和防止犯罪、保护社会的责任应与国家的其他 

社会目标及其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播利和发展的基本责任相一敦。

" 5 . 除了对行动自由的必要嚴制外，所有囚犯仍应享有《世界人权宣 

言 》141《经济、社会和jC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灼 》及其任择议定书所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其他联合国公约规定的  

其他权利。

" 6 . 所有囚犯均应有参加使人格得到充分度展的文化活动和受教育的权

利。

" 7. 应鼓励为废除或限制使用单独盟禁作为想罚手段而作出的努力。

" 8 . 应创造条件使囚犯得以从事有适当报酬的工作，继续参与本国的劳 

力市场并赛补其家庭或其本人的经济收入。

" 9 . 囚犯应能获得其本国所提供的保健服务，不得以其法律境况而有所 

攻视。

联大第217A(III)号决议。 

联大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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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本社区和一些社会机构的参与和协助下，应创造适宜的条件，使释 

放后的囚犯得以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重斩与社会融合。

" U . 上述各项原则应公平地付诸执行。 "

第11/116号决定. 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

1990年2月16曰，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2次会议审议了提议的关于检察官作 

用的准则(E/AC.57/1990/5/Add.5,决议草案五〉之后，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提交下列决议草案，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項目7 
(议题5)下采取行动：

" 关于檢察官作用的准则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由联大1985年U 月29 
0第40/32号决议核可的《米兰行动计划》

"还忆及第七届大会的第7项决议1" 促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考虑傷订 

与检察官有关的准则的必要性，

"赞赏地法意到委员会和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各区域等 

备会遵照该填决议所完成的工作，

"1. l ÿ 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

" 2 . 建议在考虑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和传统的情况下将 

《准则》付诸国家、区域和区埃间行动和实族,

讨论情况见第4章.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年8月260至9月6日，米 

兰》（联合国出瓶物，出售品编号,E.86.IV.1),第一章,A节。

同上,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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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â 各会员国在其国家立法和实际做法的范围肉考虑到并尊重《准

" 4 . 还请各会员国要求检察官以及其他人，包括法官、律师、政府行政 

部门和立法机关的成员和一般公众注意到该《准则》；

" 5 . 促请各区域委员会、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效域中各区域和区域间研 

究所、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实体，其他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和对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享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实族《准则》 ,
" 6 . 吁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考虑将执行本决议列为优先事项;
"7 .  f 秘书长采取适当步骤保证《准则》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包括传送 

至各国政府,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有关组织，

" 8 . 是座秘书长从1993年起每五年编写一份《准则》实旅情况振告，

" 9 . 至里秘书长根框请求，协助各成员国执行《准则》并定期向委员会 

报告有关情况，

"10.， 本决议提请所有联合国有关机构给予注意。

"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

"签于《联合国宪章》靓定，世界各国人民申明决心创造能维护正义的条 

件并宣告以进行国际合作，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寒教,促进并鼓场算重人权 

和基本自由作为其宗皆之

"鉴于《世界人权宣言》 揭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罪推定 

的原则和有权得到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法庭所进行的公正和公开审讯的原则，

联大第217A(in)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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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作为那些原则的基础的设想和实际倩况之间依然常常存在着差

距，

"鉴于各国应当按照那些原则的精神去组织和执行司法，同时应当努力使那 

些原则完全成为现实，

"鉴于检察官在执行司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和有关履行其重要职责的规则 

应促进其，重并按照上述原则行事,从而有助于刑♦ 司法制度的公平、合理，并 

有效地保护公民免受犯罪的侵. ，

通过改进檢察官的征膊及其法律和专业培训,并向他们提供一切必 

要手段，使他们在打击犯罪行为，特别是打击新形武和新规模的犯罪行为方面得 

以克尽职守，确保检察官具备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资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襄于联合国大会根推第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建议，在其 

1979年12月17 H第34/169号决议中通过了《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黎于第六届联合国谓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在其第16項 决 议 中 要 求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把制定关于法官的独立和关于法官和检察官的选择、专 

业培训和地位的指导方针，列为其工作的重点，

"鉴于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此后又由联大于1985 

年11月29日第40/32和1985年12月13040/146号决议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 

立的基本原则》

"签于第七届联合国谓防犯罪大会又在其第7壤决议中要求犯罪预防和控 

制要员会考虑制订有关以下方面的准则的必要性:特别是检察官的飘选、专业

见 《第六届联合国頸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0年8月250至9月5日， 

加拉加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1.IV.4),第一章B节。

见《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年8月260至9月6 曰， 

米兰》（联合国出版物，出食品编号:E .86 .IV .l),第一章D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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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地位，对他们的职责和行为的要求,加强他们对刑♦司法制度的顺利推行 

作出赏献的手段和他们与警方的合作，他们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以及他们在刑 

♦ 诉讼程序中的作用，并就此向今后各届预防犯罪大会提出振告，

"所制订的下列各項准则目的是协助各会员国谋求和促进在刑事诉讼程序 

十检察官发挥有效的、不偏不倚和公平性的作用,各国政府在其国家立法和实 

践中应遵守并考虑到这些准则的规定,同时还应使检察官、法官，律师,行政和 

y.法部门的成员以及一般公众注意到本准则。

"资格，飘选和培训

" 1 . 获选担任检察官者,均应为受过适当的培训并具备适当资历，为人正 

直而有能力的人。

" 2 . 各国政府应确保：

" ( a )衆选检察官的标准应包含有一些保陣条件，防止基于偏见或成 

见的任用，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或其他见解,民族、 

社会出身、財产、本人出身或地位而对任何人实行照顾或故视，但对检察 

官侯选人须是有关国家国民的要求，不应被视为坡视；

" ( b ) 检察官应受过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并认识其职责所涉的理想和 

职业道德，宪法和其他法规中有关保护受缘疑者的规定，以及由国家法律和 

国际法所承认的各填人权和基本自由。

" 地位和服务条件

"3. 检察官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行为者应在一切时候保持其职业的榮養 

和算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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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各会员国应进一步确保检察官得以在没有任何恐吓、a 降、侵扰, 
不正当千顶或不合理地遇到民事、刑事或其他责任的情况下履行其专业职能。

" 5 . 如若检察官及其家厲的安全因履行其檢察职能而受到威脉,有关当 

局应向他们提供人身安全保护。

" 6 . 检察官的服务条件、充足的振酬，任期，遇休金以及遇休年餘均应 

在法律上给予适当保摩。

" 7 . 如有检察官晋升制度，则檢察官的晋升应以各种客观因素、特别是 

专业资历、能力、品德和经验为根播，并按照公平和公正的程序加以决定。

" 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 8 . 检察官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特 

别是他们应有权参加公众对有关法律、司法和促进及保护人权问题的讨论，有 

权参加或成立本地、国家或国际组织和参加其会议，而不应因其合法行动或为 

一合法组织成员而有职业上的不利。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检察官应始终根振法 

律、公认的标准和其职业道德而行事。

"9. 檢察官可自由组织和参加专业协会或代表其利益的其他组织以促进 

其专业培训和保护其地位。

"在刑》诉讼中的作用

" 1 0 .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

"11. 检察官应在刑事诉讼、包括提起诉讼，和根播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 

在调查犯罪、监1F调查的合法性、监餐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 

行使其他职能中发挥积极作用。

" 1 2 .检察官始终一贯迅速而公平地依法行事,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椎护 

人权从而有助于确保到事司法系统的职能和诉讼程序适当而《利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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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检察官在履行其职责时应：

" ( a )公正无偏地履行其职能，并避免任何政治、社会、文化、性别

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坟视，

" ( b ) 保证公众利益，按照客观标准行事，适当考虑到嫌疑犯和受，

者的，立场,并法意到切有关的情况 ,无论是否对绿疑犯有利》

"(C〉 对掌握的情况保守秘密，除非履行职责或司法上的需要有不同

的要求。

" 1 4 . 如若一项公正无偏的调查表明起诉缺乏根振,检察官不应提出或继 

续检控或应竭力就摘诉讼程序。

" 1 5 . 梭察官对公共官员所犯的严重罪行,特别是对贪汚腐化、避用权 

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法公认的其他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 

例,对调查这种犯罪应给予适当注意。

" 1 6 . 当检察官根播合理的原因得知或认为其掌握的不利于嫌疑犯的证 

振是通过侵犯嫌疑犯人权的非手段，光其是通过持打，残睡的、非人道的或有辱 

人格的对待或处罚或以其他严重迷反人权办法而取得的，检察官应拒绝使用此 

类证据还反对除了采用上述手段者之外的任何人，并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确 

保将使用上述手段的责任者绳之以法。

" 1 7 . 在到♦ 诉讼中，只有在十分必要时,起诉才应传未成年人作证。

" 自由裁爱职能

" 1 8 .有些国家规定检察官拥有自由裁置职能，在这些国家中法律或已公 

布的法规或条例应规定一些准则,增进在检控过程中作出截决，包括免于起诉的 

公正和连贯性原则。

" 诉讼之外的办法

" 1 9 . 根播国家法律，检察官在充分算重被怀疑者和受，者的人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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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适当考虑免于起诉,有条件或无条件地中止诉讼程序或使某些刑事案件从正 

规的司法系统转由其他办法处理。为此目的，各国应充分开拓转为非刑♦办法 

的可能性，目的不仅是减轻过重的法院负担而且也可避免受到预审、拘留、起 

诉和定罪的汚名以及避免监禁可絶带来的不利后果。

" 2 0 .在检察官对是否对少年起诉拥有自由裁量职能的国家，应对犯罪的 

性质和严重程度、保护社会和少年的品格和出身经历给予特别考虑。在作这种 

决定时,检察官应根据有关少年司法审判法和程序特别考虑可行的诉讼之外的 

办法。检察应尽* 在十分必要时才对少年采取诉讼行动；

" 与其他政府机构或组织的关系

" 2 1 .为了确保检控工作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检察官应尽力与警察局，法 

院、法律界、公共辨护人和司法系统内外的其他政府机构进行合作。

" 纪律处分程序

" 2 2 .对梭察官连纪行为的处理应以法律或法律条例为依据。对检察官作 

为专业人员提出的控告应按照适当的程序迅速而公平的处理。检察官应有权利 

获得公正申诉的机会。

" 2 3 .针对检察官的纪律处分程序应保证客观评价和决宏。结律处分程序 

均应根框法律规定，职业行为准则和其他已确立的标准以及专业道德规范并根 

据本《准则》加以处理。

"遵守《准则》

" 2 4 .检察官应遵守本《准则》。他们还应竭尽全力防止和坚决反对任 

何逢反《准则》的行为。

" 2 5 .检察官如有理由认为业已发生或即将发生逢反本《准则》的行为， 

应向其上级机关，并视情况，向其他拥有检査权或纠正权的有关当局或机构振 

告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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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17号决定，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

1 9 9 0 年 2 月 1 6 B , 犯罪颁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 2 次会议审议了提议的联 

合国颜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E/AC. 57/1990/5/Add. 4 , 决议草 

案一）之后，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提交下列决议章案，以供在其临时议程项目6 ( 议题4 ) 下采取行动：

"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铭记《世界人权宣言》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有关青少年权利和福利的其他国际 

文书，包括国际劳工组织所确定的有关标准，

" 还铭记《儿童权利宣言》 "°， 《儿童权利公约》 … 和 《联合国少年司 

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

" 忆及联大1 9 8 5 年 1 1月 2 9 日第4 0 / 3 3 号决议, 其中通过了第七

届联合国®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所建议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称准规 

则 》 ,

" 还忆及联大 1 9 8 5年 1 1月 2 9 H第 4 0 / 3 5 等决议，其中要求为预 

防少年犯罪制订标准以赛助各会员国制订和执行一些强调援助，照顾和社区参

* 讨论情况见第四章。

联大第2 1 7 A { I I I ) 号决议。 

联大第2200A (；XX：I ) 号决议附件。 

联大第 1 3 8 6 (X IV )号决议。

… 联大第44/25号决议附件。

1-2联大第40/33号决议附件。

14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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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专门方案和政策，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八届联合国頸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大会报告在制订这些标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供审査和采取行动，

“ 进一步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6年 5 月 2 1 日第1986/10号决

议要求第八届大会审议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标准草案以通过这些韋案，

" 认识到需要制订本国，区城和国际预防少年犯罪的方针和战略，

“ 确认每个儿童均享有基本人权〜尤其包括接受免费教育的权利，

" 注意到大批的青少年并不一定触犯法律, 但遭到遗弃，忽视，虐待，染 

上吸毒恶习，处于困境，并且一般面临着社会风险，

" 考虑到防止犯罪、造福社会的进步政策之益处，

" 1 . 满意地注意到犯罪頭防和控制委员会和秘书长在制订⑩防少年犯罪 

准则中已完成的实质性工作；

" 2 . -对设在利雅得的阿拉伯安全研究训练中心的可责合作表示赞赏,该  

中心与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合作，于 1 9 8 8 年 2 月 2 8 日至3 月 1 日在利雅 

得举行了制定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的国际专家会议；

‘‘ 3 . 核准附于本决议并称为 ‘ 《利雅得准则》 ,，的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 

罪准则》；

" 4 . 麥求各成员国在其全面的激防犯罪计划中, 在国家法律，政策和实 

践中实施该准则，并促使有关的当局，包括决策人，少年司法人员，教育家， 

宣传媒介，律师和学者重视该《准则》；

“  5 . 里秘书长和各成员国确保用联合国的各种正式语文尽可能广泛地宣 

传 该 《准则》的案文；

" 6 .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并请所有有关的联合国办事处和有关的机构, 特 

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各位专家名人，齐心协力促进该《准则》的实施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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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敦促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有关的机构与秘书长合作采取适当的措施, 

确保本决议的实施；

" 8 . 遗人权委员会的防止技视及保ÿ•少数小组委员会审议这一新的国际 

文书，以促进其规定的实施；

" 9 . 请各成员国坚决支持举办各种科学技术讲巧进以及与该《准则》的 

实施有关的雲际问题和政策的试验和示范项目, 支持为解决年轻人的特殊需求， 

问题和忧虑而采取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的具体措施，并要求秘书长协调这方 

面的努力；

" 1 0 . 并请各成员国向秘书长通报《准则》的实施情况,并定期向犯罪预 

防和控制委员会报告所取得的结果，

**附件a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 

(利雅得准则） ，

基本嚴则

" 1 . 预防少年犯罪是社会懷防犯罪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年轻人通过开 

展合法的，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对社会采取理性的态度和生活观，就可以形成 

非犯罪型的态度*

" 2 . 麥成功地预防少年犯罪，需要全社会进行努力，确保青少年的协调 

发展，从其儿童时代起就尊重和促进其性格的发展，

" 3 . 为理解这些准则，应遵循以儿童为中心的方针， 年轻人应该发挥 

积极作用，应该参与社会活动，而不应被看作社会化和控制的对象*

" 4 . 在根掘国家法律制度实施这些准则时，年轻人从其幼年开始的福利 

应是所有豫防方案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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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应当认识到制定连贯的預防少年政策和措旋的 '义、要性和重要性。 这 

些政策措族应避免因未造成严重损香儿童发育或危替他人的行为而给儿童足罪和处 

罚。 这矜Si:策 措 族 应 包 括 ：

> ) 提供机会，特别是受教育的机会，以满足青少年的不同需要，作为对所有 

青少年特别是那些明显地处于危险中或面临社会危香而需要特别关怀和保护的青少 

年的一种辅助办法，以保摩所有青少年的个人发展J
**(b)在制订法律，程序和建立机构，设錄和服务网的基础上，采取专门化的防 

止犯罪的方法和理论，以滅少发生透法的场机，需要和机会或诱发的条件；

\ ) 官方干预，首先应着跟于青少年的全面利益和以公正，平等的思想作指导; 
" Ü ) 维护所有青少年的福利，发:展，权利和利益；

" ( e》 妥考虑，年青人不符合整个社会规范和价值的表现和行力， 往往是成熟和 

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在他们绝大部分人中 ， 这种现将随着其向成年过族而自动消 

失；

**(f)要认识到，专家们突出的意见是，把青年人称作‘不法分子’ ， ‘犯罪分 

子 ，或 ‘先期犯罪分子’ ，往往造成青年人发展成为不良行为的固定趋势，

" 6 •在防止青少年犯罪中，应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方累， 特别是在还没 

有建立起任何正规机构的地方 -更是如正式的社会管制机构，应只作为最后 

的手段加以利用《

"二 .准则的范图

"7 •这些准则应在下列国际文书的广泛范围内予以解释和执行：《世界人权宜 

言 》， 《经济，社会翁文化权利II际公约》、 《公民权利斤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儿童权利宣言》和《儿 童 权 利 公 约 K 以及根据《联合S 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 

准规则》和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紋利. 利益和福利的其他文书和规范。

"8 •这些准则应结合每小会员S 当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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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的淚防

"9 •全面性的預Rr计划，应由各级政府制订，并包括下列内容：

“fe)全面的分析问là,查明现有的方案，服务，设旋和可获資金；

"(t)明确划定预防工作中涉及的合格 ?̂1关 ，机拘和人员的责任；

**(c)制定具体办法，适当f办调各政府机拘和非政府机拘同ét預防工作；

"《d》 制定有预见性的政策 ， 方案和挟略，以便不断进行监測，并在执行过程中 

认真作出评佑；

"(e)制足有效地减少少年犯罪的机会的方法；

"(f)促进社区通过各种服务和方案进行参与；

"(g)国家，州，劣和地方政府之间开展密切的跨学科合作，吸收私人部门，社 

区的公民代表、劳动、儿童保盲，卫生教育、社会，法律，司法机关等部门参如，

协调一致地共同努力，防止少年犯罪；

> ) 让青少年参与制定防止 少 年 犯 罪 的 政策和程序，包括社区服务 • 靑年自

助，受專者补偿和援助方案等活动；

"(L)各级的专业人员，

"四，社会化过程

"10 •预防政策的重点应促使所有儿童和青年， 允其要通过家庭、社区，靑少年 

0 体、学校、职业培训和劳动世界以及各种自愿組织，成功地走向社会化和- % 化> 
对少年适当的个人发展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在其社会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把他们应 

作 完 全 的 ， 平等的伙俘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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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 • 每个社会均应将家庭及其所有成员的需要和福利置于高度优先地位*
"12 • 由于家庭是促使童初步社会化的中心环节，政府和社会应場力保持家庭、 

包括r 大的家庭的完慈性》 社会有责任箱助家庭提供照料和保^^保证儿童的身 

心健恭应提 供足 够 的幼 儿 日托 服 务 *
" 1 3 ,政府应制定政策以利于儿童在德定& 安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凡在 

不豹定找; 成坤矣护、况 中 窘要助的家庭，均应祭得必要的HAe 
**14 . 如 果 乏 轉 定 和 安 定 家 庭 环 境 ：而社S 在这方面向父号提误箱助的努力 

又归于失败，1^且又不能依溶直系或旁系的其他亲厲发挥这种作用的情况下，则应 

采取其他的安置办法，包括寄养和牧养  ̂ 这种安置应尽最大可能仿造成一种德定

糸J安定的家庭环現》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孩子的 ‘恒定’感，以避it产生由于‘转 

移寄养’而连带产生的问题》

"15 • 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受到迅速而不乎衡变化的影响的家庭，其儿1-,光 

其是土著的和移民家庭的儿童，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由于这些变借可能後坏家庭

的社会能力，而且往往因职能和文化冲突的结果，无法按传统方式抚养孩子时，则 

必须采用创新性的，有益于社会的方武，保证孩子的社会化*
"16 •应采取步骤和制定方案，为家庭提俱机会，学会为^^进孩子的发展承担起 

照料小孩的责任，同时促进父母小孩之间形成亲密关系，弁使父毋能r：钱地发现小 

孩的种种问il,弁鼓励青少年参与家宾和社区范El的活动。

"17 • 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家庭的和睦困结，并功胆使孩子脫离父母的做法， 

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影响到孩子的幸福和前途，没有到的选择 

"18 • 睦调家庭和IT大的家庭的社会控制功能十分重要Î 同时认识到青少年在社 

会上的未来作用、责任* 参与和合作精押也同样十分重要。

" 1 9 , 力确保儿童适当社会化的权利，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不仅要依黎现有的社 

会 0̂法律机构，而且当传统的制度和习惯不起作用时，还应提出允许实行一些革新 

措Î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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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20 • 政府有责任使所有青少年都能享受公共教育》

"21 •教育系统除本身的学术和职业培训活场外，还应特别注意：

"fe)进行基本价值观念的教育，和尊重儿童自己的文化特性和格式，尊É 孩子 

所生活的国家的价值观念，擎重与孩子自己不同的文明，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0：')促使青少年的个性，天資，脑力和体力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c)青少年.应作为积极参加者，而不仅仅是作为教盲对象，参与教育过程；

"(d)举办一些活动，培养学生对学校与社区.的认同感与从属感，并傻进学生之 

问相互理解与和睦；

"(e)设法使青少年理解与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理解和尊重文化上系I 
其他的差异；

"(f)提 供 业 培 训 、就业机会及联业发展方Ë 的信患和指导；

**fe)避免使用粗暴的纪律制截办法， 其应避免体罚•
"22  • 教育系统应设法与，长、社织和关注青少年活动的极拘共同合作。 

" 2 3 , 应让青少年懂得法律，知道他们的法定权利与责任，以及普避的价值体系《 

" 24 • 教育系统应对面临社会风险的青少年给予特别的关怀和注意• 应编制专 

门的预、防方案，教材，课程，方法和工具，并予充分利用•

" 2 5 . 应特别重视制订防止青少年温用酒精，麻鲜品及其他药物的全面政策和战 

略，老颇和其他专业人员应得到装备和培训，来防止和对付这些问题《 应向学生

因体提供关于麻醉品的用途和滥用情况的资料•
‘‘ 26 • 各学校应成为向青少年提供医疗，劝导及其他服务的供应结和介绍所，特 

别应向那些道受虑待• 忽视，摧残和利用而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提供J：述服务•
"27 •应通过各种教育方菜；使成年人能及时发现年青人窥到的问題，露要和见 

解，尤其是下展社会的，处境困难的，少数民族和低牧入盼层中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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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学校系统应努力要求在课程，教育方法，跨请及培训合格! 资方面，达到 

并推动最高的专业标准和育水平，应确保由合适的专业粗织和机关对各学校达到 

的水平进行定期监測作出评佳。

"29 •各学校系统应与社区团体合作，规划，制定和执行青少年感兴趣的课外活

动參

‘‘30 . 对不遵守上学制度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中途退学者，应给予带助- 
"31 •各学校应推场定出公平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在处理学校政策问题和纪律问 

II时，应有学生代表参与》

: " C g 社区

"32 •各 社 区 应 订 或 ;foil现有的符合青少年特别需要，适应^们 6̂：兴趣，问jl：、 
爱 好 化虑的各, 服 务 方 案 ，以及向青少年及其家庭提误it当咨询和指导 •

"33 •各社区应提洪或加装现有的各种社区性教勒青少年的措族，其中包括设立 

社区发展中心，文侯活幼设族和服务，以解决面临社会厥险的孩子们的特殊问题• 
在提供这些教助措族时，应确保尊重其个人的权利•

"34 • 对不能再在家里生活的青少年，应建立专门设旋，向他们提供象样的位仏 

"35 • 应提供各种服务和救助措旌，解决青少年由少年期向成年期过波时所遇到 

的因难• 这种服务应包括对吸毒的青少年的特别处理方晃方案应强调关怀，功 

导，都助和着重治疗的干预，

"36 • 向青少年提供服务的自愿组织，应由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提供財政支助和 

其他支助，

"37 • 应建立或加蛋地方的青少年组织，在管理社区事务中，应给青少年组织以 

充分的参与资格* 这些青少無应鼓励青少年举办集体性和自愿性的领目，尤其是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資少年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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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政府机构应负起特别责任，向无家可归或流浪街头的儿童提供必要的服务; 
应随时向青少年.提供当地设施，住所，就业和其他箱助形武与来源的信息《

"39 • 应建立各种适合青少年的特别兴趣的文娱设族和服务，并使之方便他们使 

用®

"D . 大众传播媒介

"40 • 大众传播煤介应确保儿童能获得本国和11际上的各种材料和信患。

"41 . 大众传播煤介应努力宣传青少年对社会作出的积极贡献。

" 4 2  • 应鼓厉5大众传播煤介向社会青少年提供关于现有的服务，设旋和极会等面 

信患。

"43  • 应促使一◎ 的传播煤介，特别是电视和电影，尽量成少对暴力行力的插绘， 

并批刺地表现暴力和剥削，而且尽力避免贬低和汚辱孩子，妇女和人际关系的场面， 

提倡平等的原则和分工。

"44 • 大众传播煤介在传播有关W■少年吸彰信患时应清霞地注意到自身的广泛作 

用、责任和影响• 它应通过平衡的方武，使用其處力，不断播送预防吸毒的信息》 

应促进在切级，中级和高级层次上，开展有效的禁毒宣传。

"瓦 社 会 政 策

1

"45  . 政府机构应把帮助青少年的计划和方案放在高度优先地位，并拨付足够资 

金和其他資源，以有效地提供服务、设旋和配务人员，进行医疗、精神保健、营养、

住房和其他有关服务，包括ÎÂ防吸秦及治疗，保证这些資金真正用于青少年身上，

使貴少年得到利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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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把青少年收留教养的作法，应作为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且时问越短越

好，应把儿童的最大利益放在最重要位置• 应严格规定允许采取此种正规干预的 

杯准，并且一般只限于下述几种情况：la»孩子受到了父母或：护人的伤害；0D嗽子

受到了父母或监护人好污和身体上，精神上的折麽Î 系ne，孩子受到父母或盟护人的 

怠後，還弃或剥削： 孩子因父毋或监护人的行为而遭到人身或道德方面的危险。

"47 • 政府机构应向青少年提供机会，使其继续接受全日制较育（如系父母或监 

护人不能供赛，应由国家提供经赞 ) 或者得到工作的锻炼•

"48 • 预防犯罪的方案应以可靠的、科学的研究结果为依据- 进行规划和制定， 

弁应定期检查，作出评价和相应的调盤《 .

"49  • 应向专业人员和一般公众传播关于何种行为和（或 ）情况，会导致使青少 

年身心夢到m .  亏辱的科学知识0

" 5 0 , 参与各种计划与方案，应以自愿为原则《 应使青少年自己参加计划和方

案的规划，制订和执行。

" 六.立法和少年司法管理

"51 • 政府应頌布和实族一些特定的法律和程序，以促进和保护青少年的较利和 

幸福•
"52  • 应 !̂̂ 布 ^7实；̂ ' 止虑待和刺削儿童和青少年的法规，

"53  • 不应使孩子或青少年在家庭，学校或任何其他机构内受到暴或污辱性改 

造 或 楚 罚 的 对 待 •

"54 • 应执行旨在管制和控制青少年获取任何种类武器的法现•

" 5 5 . 为了进一步防止使青少年受到汚辱，伤香和刑事处分，应制定法靓,以确保 

凡成年人所干的不视力透法或犯罪的行为，如系青少年所干，也不应视为透法或犯 

罪行为》

"56  • 应考虑设立一专管青少年案件的巡视當或类^ 的独立职务，以保证维护资

少年的地位^ 权利和利益，并适当指引他们得到应有的服务• 还建立为儿童 辩

护的服务机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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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 为适应青少年的特珠需要，应培训一批男女警察和其他司法人员，使他(门 

熟悉和尽最大可能利用一些方案及办法，使青少年能从司法系统中转移出来•
"58  • 应頒布和严格执行保ÿ意少年免遭吸毒翁贩毒之善的法规《

" 七 研究，政策制订和协调

"59 • 应作出努力并建立适当的机制，以促进各经济，社会，教育、卫生，.司法 

部门,青少年,社区及发展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之问开展多学科的和部门内的 f办调和 

配合。

" 6 0 , 应 ;5̂ 强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交流其通过执行項目、方案，实践和创

新活场中所得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犯罪预防和少年司法的信息，经lâ和专门知识•

"61 • 应进一步发展^3如强包括实际工作人员，专家和决策者在的关于犯罪预

防和少年司法的区i戈合作和国际合作 •

" 6 2 . 对于某些实际问题和政衆性问题，特别是培训，试点及示范项目，以及

有关青少年犯罪预防的具体问题上的技术和科研合作，各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和其他

有关部门，应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 6 3 . 青少年犯罪预防的有效办法的科学研究，应鼓励开展合作，并将研究结 

果广力传播和评价。

" 64 . 联合国的有关机关，机构和部门 , 应就有关儿童，少年司法和青少年犯

罪预防的各种问题，继续进行密切的合作和协调。

"65  • 根 tta t些准则， 联合国秘书处应与有关机拘合作在进行研究、科学合作^提出

政策选择以及审查和监测其执行情况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应在犯罪预防的有

效办法方面，作为取得可嚴信患的一个来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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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X 1 1 8号决定. 联合国保护被

刺夺自由少年规则*

在 1 9 9 0年 2月 1 6 日第1 2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审议了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划草案后（E/AC. 57/1990/5/Add. 4 , 决 

议草案二），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下列决议草案转交第八届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根据其临时议程项目6 (专题4 )采取行动：

"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铭 记 《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 ，"
《禁止醇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儿童 

权利公约》、 以及其他与保护青少年的权利和福利有关的国际文书，

"还铭记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 

度标准规厕， "7
" 还铭记大 会 1 9 8 8年 1 2月 9 日第4 3 /  1 7 3号决议核准的《保护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忆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四章。

" 联大第2 1 7 A ( 工 I 工）号决议。

" 联大第2 2 0 0 A ( X X 工）号决议附件。

" 联大第3 9 / 4  6 号决议附件。

« 联大第4 4 X 2 5 号决议附件。

" 参看《人权：国际条约汇编》（联合® 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88. 
XIV. 1 G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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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颜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第2 1号决议, … 其中 

要求制订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进一步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6 年 5月 2 1 日第1 9 8 6 / 1 0  
号决议第二市，要求秘书长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报告在制订上 

述规则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要求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审议拟 

议中的规则以期通过，

"对世界各地被剥夺自由少年所处的条件和环境感到赏惊,
"意识到已被剥夺自由少年最易受到虐待、伤兽，他们的权利最易遭到侵

犯，

"关切地注意到许多司法系统在司法的各个阶段并不区分成人和少年, 因 

而将少年关在成人的监狱和设施内，

" 1 . 申明将少年安置在机构内任何时候应作为最后的处置手段,时间应 

尽可能缩短；

" 2 . 承认由于少年最身受到侵察,对被剥夺自由的少年需要加以特殊注 

意和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福利在剥夺自由期间和之后应当得到保iîE;

"3 .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处所作的有价值的工作以及秘书处在拟订 

《规 则 》时与专家、实际工作人员、政府间组织、非政府团体，特别是大敎国 

际、保卫儿童国际、端典握救儿童组织以及与儿童权利及少年司法有关的科研 

机构所建立的协作；

'‘ 4 . 通过本决议附件内的《联合国保伊被剥夺自由少年的规则》；

联大第4 0 X 3  3号决议附件。

… 参看《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月 2 6 日至 

9月 6 日，米兰》（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86. IV. I ) 第一章E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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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要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问题研究 

所的协助下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规则》；

" 6 .  ^ 各成员国在必要时按照《规则》的精神修改其国家立法、政策， 

特别是对各¥ 少年司法人员的培训方法，并使有关的机拘和广大公众注意到 

《规则 》的精神Î

" 7 . 还请各成员国向秘书长通报它们为在法律、政策和措施方面实施 

《规则 》w ¥ i 的努力，并定期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报告实施《规则》所 

取得的成果；

" 8 .  ' ^秘书长并请各成员国确保用联合国的所有正式语文尽可能广泛地 

宣传《规则r 的案文；

" 9 .  i 秘书长并敦便各成员国拨付必要的资金，以确保《规则》的顺利 

实旅和执行r 特别是在各级少年司法人员的聘用、培训和交换方面傲到这一点;

" 1 0 . 敦促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有关机构, 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各区域 

委 员 会 和 各 机 拘 、联合国顾防犯罪和罪犯待遇问题研究所和一切有关的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与秘书长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在其各自的职权 

范围内开展协调一致和持续的努力，推动《规则》的执行；

" 11.重人权委员会防止技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审议这一新的国际文 

书，以推动i 规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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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19号决定. 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

文化遗产罪行示范条约草案，

在1990年2月16曰第12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审议了防止侵犯各民族 

动产形式文化遗产罪行示范条约草案后(E/AC.57/1990/CRP.3),决定建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将下列决议草案转交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根播其哲时议 

程項目3(专題1)采取行动：

" 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文化遗产 

罪行示范条约草案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忆及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米兰行动计划》im, 

该行动计划已由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29日第40/32号决议给予核准，

"铭记《从发展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来看预防犯罪和到事司法的指导原 

则 》 其中第37条原则要求联合国编写一些可用来作为国际和区域协定和作 

为国家执行法律的指南的示范条约，

"又忆及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第1号决议^促请各会员国加强其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四章。

参看《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年8月26日至9月6 
日，米兰》（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86.IV.l),第一章,A节。 

同上,B节。

同上,E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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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级的活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签订双道互助条约，

"法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989年5月24日第1989/62号决议中决定在第 

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临时议程项目3之下列入关于侵犯各国文 

化遗产的跨国犯罪这一主题,以便探讨为预防此种罪行而振订全面的国际合作 

政策的可能性，

"希望促进合作，防止侵香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非法行为，

"铭记已于1972年4月24曰开始生效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 

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在其宣言部 

分确定了每一国家有责任保护其领土内文物形式的遗产免遭偷盗、秘密挖掘和 

非法出口的危事,并承担义务以各种可行的手段打击这些非法行为，特别是制止 

正在发生的这些行为，消除其发生原因并提供必要的协助以期退回所涉的文物， 

"注意到一些宣言和法律文书规定，作为一项基本义务,应在国家和国际两级 

采取尽可能最有效的措旅，充分保伊、保卫和追回文物以及打击各种可能振香 

或耗减具有考古、历史和艺术价值的那座财产的行为，因为那些文物代表着各 

自民族的国家特性，

"深信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必要的合作和互助，以期有效地防止危 

害文化遗产的犯舉并将有关的文物归还从其非法运出的国家，

" 有必要尊重人的尊严，并忆及《世界人权宣言》1""和 《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中提出的各 

项原则，

"确认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的文化谈产的罪行的示范条约作为预防这一 

类型的犯罪并争取退还已非法运走的文物的一种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联大第217A(ni)号决议。

联大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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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准本决议附件内的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的文化遣产的罪行示范 

条约革案，作为一有用的框架，它可能有助于有关国家谈判和振定旨在改善颜防 

犯罪和到♦ 司法领埃的合作的双速协定》

"2. i 尚未与其他®家为防止侵犯各民族文化遗产罪行而建立条约关系的 

会员国或意欲修改已经存在的此种关系的会员国,在建立或修改此种关系时注 

意到示范条约革案，

"3.促请所有会员国继续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加强国际合作和互助》

"4. 各会员国将其致力于为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的文化进产的罪

行而缔结协定的情况定期告知秘书长，

"5.遣秘书长与各会员国、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就下列资料  

设立一个国际计算机数振库中心:关于可能遭到非法进出口的文化动产,关于与 

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国家合作，保护文化财产的国家和国际立法,
" 6. 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定期审查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 附 件

" 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 

文化遗产罪行示范条约

和  ,

1 增强两国之间打击犯罪活动的合作的有效性, 
兹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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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条 

"定 义

"(c)
" (d )

"(e)

" 1 .为本条约的目的,可移动文物应理解为意指任一国家由于宗教的、非宗 

教的或历史的理由而认为其对于考古、史前、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具有重 

要性，而且厲于下述类别的物件：

"(a)陆地和水下考古揚查和发掘得到的实物；

"(b)被认为是古代的物件，例如工具、陶器、装饰物、织布机、乐 

器、陶瓷、各种字画、钱币、珠宝、武器以及任何种类的墓葬 

品，包括木乃伊和各种骨头；

来源于拆毁任何年代或种类的历史遗迹和遗址的构件或部件， 

具有人类学、历史学和人种学价值的物件；

与历史有关系的éy件,包括与科学技术史、军事史、社会史和宗教 

史有关系的物件，以及与民族及领导人、科学思想家和国家艺术家 

的生活有关的物件，或与那些通过自己的成就在国家或国际上声名 

卓著的人物的生活有关的物件,以及与国家某些事件有关或有联系

的物件》

"(f)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解剖学的稀有收藏品及标本，以及具有 

古生物学价值的物件》

"(g)具有艺术价值的物件，例如：

" ( - )用手在任何村底上和在任何材料上直接作成的图画、油画 

和围形(不包括工业图纸和经手工装饰的工业制成品〉；

"(二）以任何材料作成的塑像？:术品或雕塑的原作，

"<三）原作雕刻画、版画和石版画,
"(四〉任何材料作成的艺术组合品和蒙太奇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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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单张的或整查的邮标、印花和类似品î 
"(j)档案，包括承声、录影及电影核案；

"(k) 100年以上的家具陈设和古乐器。

"2. 本文件所确定的可移动文物包括厲于国家或公共机构或厲于黎人法人 

或自然人的物件。

"第 2 条 

"一般原则

"3.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管辖权的基iîll上，缔约国承担责任：

(a)

"(b)

" (c )

"(d)

将下述可移动文物的进口视为非法行为：（一〉翁盗自某一博物 

馆 、某一公共，宗教，艺术或军事纪念禅或任何类似地方者； 

(二)另一缔约国的国家法律明文禁止出口而且原来放置于该国 

领土上的文物；

采取适当措旅，根据本条约另一缔约国的请求，没收和退还所盗 

的任何可移动文物或在本条约生效后没有按照适用的国家法律 

的要求获得进口的许可而进口的文物；

采取必要措施，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非法进口的文物，防止由设 

置在其领土上的博物馆或其他类似机构购取此种可移动文物， 

对于为非法进口和出口可移动文物应负责任的所有人，通过执 

行其为此目的而颁布的法规，给予想处，而且，各缔约国承担责 

任采取其可以使用的手段，打击此种行为,首先是消除其根源制 

止进行中的行为，以及采取任何可能的步操防止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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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程序

" 4 .各缔约国同意,根据任一缔约国经由外交渠道传递的请求，运用它们可 

利用的法律手段，务求追回和退还从请求国领土上非法运走或寄发到国外的考 

古 、艺术或历史文物，而请求国应提供必要的文件或证据,确立其索还请求的合 

法性。如果请求国无法收集到和无法提出任何证件，则其索还请求的合法性应 

按照有关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同意的程序予以确定。只要可能，被请求国应帮助 

获取所需的证推。

" 5 .追回和退还非法进口文物所涉的赛用应由请求国承担，而任何机构或任 

何人不得要求退还文物的国家为其遭受的摘失或捐，给予任何形式的补偿。也 

不应要求请求国对参与将有关文物非法运出国外的人给予任何方面的补偿，虽 

然它必须向善意购到或合法拥有该文物的任何人支付公平合理的赔偿。

" 6 .缔约双方同意交流情报，务求查明在任何一方的领土内的参写非法运 

走、出售或将可移动文物发往国外的人。

" 7 .缔约双方同意向一个为提供以下资料而设的(有待确定的）国际数框库 

中心通报情况：（a )关于受本条约管辖的可移动文物的细节说明；(b) 关于保护 

文化财产的国家和国际立法。

"8. 缔约双方同意对根振本条约规定追回和退还的可移动文物免征海关关 

税和其他税敦。

"第4条 

"最后条敦

" 9 .本条约尚须(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应尽快交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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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本条约应于交换 (批准、接受或核准 ) 文书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 1 1 .本条约应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请求。

" 1 2 .任一缔约方可通过书面通知另一缔约方而废除本条约。此种废约通知 

应于另缔约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开始生效。

" 双方代表经由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益在本条约上签字，以時信守。

，年 月________ 0 订于______ ,具 文和 文文本各一

份 , （两种〉文本具有同样效力。

( 所 有 ）

第11/120号决定. 关于剂事诉讼转移的示范条灼*

在1990年2月160第12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刑事诉讼转 

移的示范条约草案后 (E/AC.57/1990/5/Add.5,第三填决议草案)，决定建议经涉及社 

会理事会将下列决议草案转交第A 届联合国预昧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根振其临时议 

程項目5 (专题3〉采取行动：

" 关于刑»诉讼转移示范条约 

" 第八届联合国顶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忆及由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由联大1985年11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四章。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年8月260至9月6 日， 

米兰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6 . IV . 1 ) ,第一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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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第40/32号决议核可的《米兰行动计到 »

" 又忆及《从发展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来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指 

导原则》，1"®其中第37条原则规定,联合国应拟制示范文件以适当用作国际和 

区姨性的公约及国家执行法律方面的指导，

" 进一步忆及第七届大会关于事诉讼转移的第12项 决 议 该 决 议 要 求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研究这一主题并审议在这一方面拟定一墳示范协定的可 

能性，

" 确认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各个专家对草拟《关于到事诉讼转移的示 

范条约》所作出的宝责贡献 ,特别是由联合国主办1987年11月16日至19日在奥 

地利巴登举行的联合国的执法问题国际专家会议,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 

犯待遇大会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开j事司法的规范和准则，执行情况和进一步 

制订标准的优先领域的区域间筹备会议1""以及第A 届大会的区域筹备会议，

" 深信为开■!事诉讼的转移建立双边和多边安徘将大大有助于发展更有效的 

旨在控制犯罪的国际合作，

" 意识到落重人的算严的必要并忆及对刑事诉讼中涉及的每一♦人应组合 

给予的权利，此种权利体现于《世界人权宣言》1""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盟约》,1""

《示范条约》作为处理跨国犯罪的复杂方面、后果及现代演变的一 

种有效手段的重要性，

" 1 . 通过本决议附件载列的《关于刑事诉讼转移的示范条约》，作为有 

用的框架，以期有助于有关国家谈判和签订旨在改善犯罪预防和则事司法事填 

的合作的双遠或多这条约；

同上,B节。

同上,E卞。 

A/C0NF.14WM.5。 

联大第217A(III)号决议, 

联大第2200A(XX)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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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逮各会员国，如果尚未就刑事诉讼的转移与其他国家建立条约关系， 

或如果希望修订现有的条约关系 ,在建立或修订条约关系时考虑到该《示范条 

约》；

" 3 . 便请各会员国加强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

"4 . 又促请各会员国将其为建立刑事诉讼转移的安播而作的努力定期告 

知秘书长；

" 5 . 直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对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定期的检

查；

" 6 . 盘秘书长根推请求，帮助各会员国拟订关于开j事诉讼转移的条约并 

将这方面的情况定期向委员会报告。

" 附件

"关于刑事诉讼转移的示范条约 

" 序 言

" ----------------------------------------------和 ---------------------------------------------

"盖皇根振算重国家主权和管辖权的原则以及互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进 

步加强在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和相互协助，

此种合作将促进司法目的，对罪犯的社会安置和華行受害者的利益， 

"铭记刑事诉讼转移有得于有效司法管理和减少权肤冲突，

" 认识到剂» 诉讼转移能有助于避免审讯前拘留，从而减少监狱人口，

" 因此，深信应便进刑» 诉讼转移，

" 兹协议如下：

" 第1条
" 适用范围

" 1 . 如根担作为缔约方的某一国家的法律怀疑某人犯了某种罪行，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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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当司法的需要，该国家呆请求已成为缔约方的另国家对此罪行提起诉  

讼。

" 2 . 为执行本条约起见，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族，确保请求国关于 

提起诉讼的请求应能使被请求国行使必要的翁辖权。

" 第2条 

" 联络渠道

" 3 . 提起诉讼的请求应发书面提出。请求书、所附文件以及此后的来往 

函电应直接由双方的司法部或双方指定的任何当局通过外交渠道传送。

" 第3条

" 4 . 提起诉讼的请求书应载有或附有以下资料：

" ( a ) 提出请求的当局；

" ( b ) 关于要求对之进行诉讼转移的行为的说明，包括犯罪的具体时间和地

点5

"(C)关于查实某一罪行的疑点的调查结果的说明；

- ( d ) 请求国振以认为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 ( e ) 有关嫌疑犯身份、国籍和住处的理应有的准确资料。

"5 . 为提起诉讼的请求而提交的各文件应附有译成被请求国语文或该国 

可接受的另一种语文的译文。

" 第4条
" 证明和认证

" 6 .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并除非双方另有决定，提起诉讼的请求书和所附 

文件以及为了此种请求而提供的文件和其他材料均不应要求证明和认证。1""

有些国家的法律要求从其他国家送来的文件需加以认证然后这些文件 

才可被其法院接受，因此将需要有条敎规定所要求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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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条 

" 针对请求作出决定 

" 7 . 被请求国的主管当局应研究对该项提起诉讼的请求将采取何种行 

动，以便根播本国法律尽可能完全按照请求行事,并应迅速将其决定通知请求 

国。

" 第6条 

" 两国共认罪行

"8 . 提起诉讼的请求只有在播以提出请求的行为如果发生在被请求国领 

土上也属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才予照办。

" 第7条 

" 拒绝的理由

" 9 . 被请求国如果拒绝接受转移诉讼的请求，应将拒绝的理由通知请求 

国。有下列情况可拒绝接受：

" ( a ) 嫌疑犯不是被请求国国民或并非该国常住居民；

" ( b ) 该行为按军法为犯罪行为，而按普通刑法却并非犯罪行为；

" ( c ) 该迭法行为与各种捐税、关税或兑换有关；

" ( d ) 被请求国认为该连法行为属政治性质。

各国在根据本示范条约进行谈判时,似宜对此另增加其他拒绝理由或条 

件，例如有关犯罪行为性质或严重性有关保ÿ*基本人权或考虑公共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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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条 

" 谦疑犯的地位

"10. 被怀疑的人可向请求国或被请求国表示其在诉讼转移中的利養关 

系。同样，被怀疑者的合法代表或近亲亲属也可表示此种利益关系。

" 1 1 . 如可行，请求国应在提出提起诉讼请求之前容许谦疑犯对被指控的華 

行以及对诉讼转移提出其意见，除非该嫌疑犯已绘潜逃或以其他方式咀碍司法 

进程。

" 受善人的权利

" 1 2 . 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应在诉讼转移中确保罪行受事人的权利,特别是 

受善人取得赔偿或补偿的权利不应由于诉讼转移而受影响。如果对受善人的索 

赔未能在诉讼转移前达成解决办法，被请求国按其法律规定有此可能时,应允许 

将受專人的索赔要求包含在所转移的诉讼内。如受事人死亡，本规定也相应地 

适用于受事人之受挟养人。

" 第10条 

" 诉讼转移对请求国的影响 

(一罪不二审）

"13. —俟被请求国接受对被怀疑者起诉的请求，请求国应暂时停止拾控， 

但必要的调查包括对被请求国的司法协助除外，直至被请求国通知请求国该案 

已得到最终处理时为止。从该日期起请求国即不应再檢控该同一迭法行为。

" 第11条
" 诉讼转移对被请求国的影响



" 1 9 . 除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另行商定者外, 某一缔约方诉i*公转移而不承 

付的任何费用均不应得到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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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 经协议而转移的诉讼应受被请求国法律的约束。被请求国在按其法 

律对嫌疑犯提出指控时应就关于透法行为的法律说明中的具体内容作必要调 

整。如果被请求国的权限系根播本条约第2段的规定，则该国所宣布的制截不得 

严于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制裁。

" 1 5 . 任何为了诉讼或程序要求在请求国按其法律进行的行为，只要不迭 

背被请求国的法律，均应在被请求国具有同等效力,如同在该国或由该国当局进 

行的一样。

" 1 6 . 被请求国应将诉讼结果的裁决通知请求国。为此，应根推对方请求， 

将最终截决的副本送交请求国。

" 第12条 

" 临时措施

" 1 7 . 当请求国宣布它意欲送交诉讼转移的请求时,被请求国一俟按到请 

求国为此目的所提出的具体请求后,可采取根播其法律规定假定请求诉讼转移 

的该透法行为度生在其领土内所可以采取的一切临时措施，包括牆时拘留和逮 

捕。

" 第13条 

" 剂事诉讼的多边性

" 1 8 . 如果对同一逢法行为的同一连法的同一嫌疑犯的开i事诉讼要两个或 

两个以上国家内都是悬案，则有关各国应进行协商以决定由谁来单独趣续进行 

诉讼。由此而达成的协定应具有请求诉讼转移的效果。

第14条 

赛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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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条 

" 最后条敦

" 2 0 . 本条约须经 (批准、接受或核准 ) 。（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应尽快 

交换。

" 2 1 . 本条约应于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 2 2 . 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请求，即使有关的行为或不行为发生 

在该曰斯之前。

" 2 3 . 任一缔约方均可书面通知另一方废除本条约。废除通知应于另一方 

收到书面通知之B 后六个月起生效。

以下签署人经各自跋府正式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時信守。

本条约于-------------年 月 日在---------------------签1■了，具---------------文和

________________ 文 (两种) 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所有）

第 11/121号决定. 关于有条件到刑或有条件释放的

罪犯转移J iŸ 的示范条豹

在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第1 2 次会议上，犯罪预防愈控制姿员会审议了关于 

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监♦ 示范条约后 ( E/AC. 57/1990/5/Add 

5 , 第四项决议草案》，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下列决议草案转交第八庙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根雄其哲时议程项目7 f 专题5 ) 采取行动： ,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四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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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 

监资示范条约

" 第/V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铭记第七届联合国须跋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由联大1 9 8 5 年 1 1 

月 2 9 H第 40/32号决议孩可的《米兰行劲计戈ij》

" 还铭记《从发展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角度来看犯罪颈防和刑事司法的指导 

原则》… 第 3 7 条原则中规定联合国应编写适用于作为国际公约和区域公灼 

以及作为国家执行立法指导的示范文书，

" 忆记第七届大会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监奢第1 3 号决 

议， … 该决议要求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并审议这一领域内制 

订一项示范条约的可能性，

" 承认各国政府 , 非政府组织和各个专家对《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

的罪犯转移监督的示范条灼》草拟工作的宝责贡献，尤其是于1 9 8 7年 1 1

月 1 6 日至1 9 日由联合国生办在奥地利，巴登举行的关于联合® 和法律实施 

的国际专家会议，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关于联合国颈防犯罪

和刑，司法的规范和准则，执行情况和进一步制订标准的优先领楼的区城间筹

备会议… 以及第八届大会的区械筹备会议所作出的宝贵觉献，

"深信建立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监替的双边和多边安排 

将大有助于发展刑事事务万面的更为有效的国际合作,

… 《第七届联合国®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5 年 8 月 2 6 日至9 月 

6 H , 米 兰 （联合国出嚴物，銷 售 品 编 号 8 6 . IV .  1 》，第一章^ 节 .

… 同上， B 节，

… 同上， E 节，

… A/CONF.144/IP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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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正如《世界人权宣言》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中所体现的，需要尊重人的尊严和忆及所赋予刑事诉讼所涉每一个人的权利，

" 1 .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 

监，示范条约》, 作为协助各会员国谈判和签订旨在改善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 

事务方，面合作的双这条灼的有益框架；

" 2,  ^ 各会员国，如尚末与其他国家建立有关引渡的条约关系，或如愿 

修订现有的条约关系，在签订或修订时，考愿到《示范条灼》 Î

" 3 . 敦请各会员国加强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

" 4 . 还敦请各会员国定期通知秘书长有关签订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 

释放的罪犯转移监督安徘的情况Î

" 5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对这一领域中的进展情况进行足期审査Î

" 6 .  ^ 秘书长根据请求，协助各会员国制订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 

放的罪犯转移蓝督条约，并定期向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

" 附 件

" 关于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卷犯转移示范条约

和

希望根据尊重国家主权和督辖权的原则以及互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进一

步加强在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和相互协助，

" 相信此种合作应促进公理正义，对判刑犯的社会安置和罪行党香者的利益， 

"铭记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监，可有助于更多地采用监外教

养的办法 ,

联大第 2 1 7 A ( 工工工》号决议，

17»联大 2 2 0 0 A ( X X I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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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在罪犯本国进行监替而不在罪犯没有根基的国家执刑, 也有助于罪 

犯早日更有效地改过自新，

*•因此，深信促进在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败的罪犯常住国对其进行监资会 

推动罪犯改过自新和更多地运用监外教养的办法，

" 盆 协 议 如 下 :

" 第 1条

*•适用范圓

" 1 . 如果法院最終裁决，某人犯罪行并对其采取下列措施者，应适用本条

灼：

- ( a ) 给予缓刑而不宜判Ï 

" ( b ) 判处剥夺自由缓期执行；

" ( 0 } 判刑，但在判刑之时或之后全部地或部分地修改执行（假 释 ）或有条 

件缓刑，

*• 2 . 作出裁决的II家 （判刑® 》可要求另一 S 家 （执 行 ®》负责实趣裁决 

的条件 ( 转移1 [督 》，

" 第 2 条

"联络渠道

•* 3 . 转移监，的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该项请求，支持性文件和其后 

的联络材科均应直接在司法部之间或缔约方指定的任何其他行政当局之间，通过 

外交渠道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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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条

" 需要的文件

" 4 . 转移监，的请求书应载有被判刑者的身份，国籍和居住地等情况• 

该项请求应附有上述规定中所提及的任何法院裁决的正本或副本和一份证明该项 

裁决具有法律灼束力 f 定 案 》的证书•

" 5 . 提交的作为转移监督请求的根摇的文件应附有译成被请求国语文或译 

成另一种为该国可接受的语文的译文，

" 第 4 条

"证明和认证

" 6 , 受制于国家法律和除非缔约各方另有决定g 转移监替的请求书及其支 

持性 :t 件和为此项请求所提供的文件和其他材料应无须证明或认证。

" 第 5条

" 针对请求作出决定

" 7 . 执行国的主管当局应研究对该项监督请求采取何种行动，以便按其本国 

法律尽可能完成按照该项请求行事，并应迅速将其决定通知判刑国。

" 第 6 条

" 两国共认罪行

" 8 . 转移监，的请求只有在据以提出请求的行为如果发生在执行国领土上也 

厲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才能遵照执行，

某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从其他国家转来的文件需要加以认证，才可被其法院接 

受，因此，需要一个条款规定所需认证，

各国在根据本示范条约进行谈判时，似宜另增加其它拒绝理由或条件，例如有 

关犯罪行为性质或严重性、保伊基本人权或考虑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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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拒绝的理由，•**

" 9 . 执行国如果拒绝接受转移监，的请求，应将拒绝的理由通知判刑国。在 

下列情况下可拒绝接受：

« ( a )被判则人并非执行国的常住居民Î

"0>)该行为按军法为犯罪行为，而按普通刑法却并非犯罪行为；

«(c)该犯罪行为与各种捐秩K 关税或义换有关Î 
« ( d )执行国认为该违法行为厲政治性质；

" ( e )执行国按其本国法律由于时限已过而撤消情况下，不能再行使监，或执 

行制裁。

"第 8 条 

"被判刑人的地位

" 1 0 . 不论已被判刑或还在受审的人均可向判则国表示其关心转移监督以及 

愿意履行所限定的任何条件， 同样，其合法代表或至亲也可表示这种关心。 在 

适当情况下，缔约国应将本条约规定的各种可能做法告诉罪犯或其至亲，

"第 9 条 

" 受害者的权利

« 1 1 . 判刑国和执行国在转移监督中应确保罪行受害者的权利，特别是受害 

者取得赔偿或补營的权利不应由于转移监，而受影响， 如受事者死亡，本规定应 

相应地适用于受害者的受抚养人。

" 第 1 0 条

"转移监替对到刑国的，响

" 1 2 . 执行国接受实施判刑国所作出载决条件的责任，就中止判刑国的执开1 
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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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1条

" 转移监，对执行国的影响

" 1 3 . 经协议而转移的监安 和̂其后程序均应按执行国法律进行， 只有该国

具有撤销的权 利 . 该国在必要范围内修改所规定的条件或措施以使之适应其本国 

法律，但是修改的条件或措施就其性质和期限而言必须并不严于判刑国所宜布的条

件或措族，

" 1 4 . 执行国如果撤销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应按其本国法律执刑，但 

不得超过判刑国判处的限度，

" 第 1 2 条 

" 突审、故免和大故 

" 1 5 . 只有判刑国有权对任何要求重新审理案件的申请作出决定，

" 1 6 . 各方均可根据本国宪法或其他法律给予故免、大故或减开J,

第 1 3 条

" 通报情况

" 1 7 . 缔灼各方应按需要将有可能会參喃执行国监，措施或执行措施的一切 

情况互通信息* 为此，它们应将任何可能与此有关的决定副本送交对方，

" 1 8 . 监，期届满后，执行国经判开I国提出要求，应向其提供一份有关被监餐 

參人行为和遵守规定措旋情况的最終报告.

" 第 1 4 条

" 费用

" 1 9 . 除判刑国和执行国另行商定者外，执行国承付的监黎和执行费用不应 

得到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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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5 条

"最后条敦

€ê 2  0 . 本条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 { 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应尽 

快交换•

**2 1 . 本条约在交换批准书之日后的第三十天生效，

" 2  2 . 本条约适用于它生效后提出的请求，即使有关的行为或不行为发生在 

该 0 期之前，

*•23.任一缔约方均可书面通知对方废除本条约， 废除通知应于对方牧到 

书面通知之日后6 个月生效，

以下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 1 9_ 年__月_ _ 日在______签 字 , 具 文 和 ___________文文本各一

份 , ( 两种）T ^ 有7 文ï i 有同等效力》 ~

第 1 1 /122号决定. 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则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

在 1 9 9 0 年 2 月 1 6 日第1 2 次会议上，犯罪预防和控制姿员会决定建议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将下列决议草案转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根据其 

临时议程项目3 ( 专题 1 》采取行动：

it
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则事司法方面的 

职能和工作方案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建议联大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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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

" 忆及联合国遵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4 8 年 8 月 1 3 B 第 155C { V工工） 

号决议和大会1 9 5 0 年 1 2 月 1 日第 4 15(v)等决议在预防犯罪和则♦司法领 

域所承担的责任，

" 并忆及大会 1 9 8 5 年 1 1 月 2 9 日第4 0 / 3 2 等， 1 9 8 6 年 1 2 月 4 

B 第 41/107号， 1 9 8 7 年 1 1 月 3 0 日第42/59 号， 1 9 8 8 年 1 2 月 

8 日第4 3 / 9 9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会1 9 8 6 年 5 月 2 1 日第1986/  

1 1 号， 1 9 8  7 年 5 月 2 8 日第1987/53号， 1 9 8 8 年 5 月 2 7 日第 

19 8 8 /4 4号决议，

" 承认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的跨国性质和规模，对这些新的有组织的巧妙犯罪 

形式需要采取齐心协力的国际行动•

" 意识到犯罪活动及其后果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矢,并意识到其后果大 

大消耗了会贞国的经济，使犯罪行为的受亭者受到摘失和伤害，

"深信追切需要设立一个更加有效和更有针对性的国际机制来援助各国和在 

共同关心的领域促进联合战略，

" 注意到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其1 9 8 8 年 8 月 3 1 日第1 0 Z1号决议 

中请其主席指定一个小组委员会从经济，犯罪学，社会和司法方面提出犯罪旧 

题严重程度的总的看法Î 评佑促进国际实际行动以支持会员国最为有效方式， 

尤其是评估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Î 就实施此明总的看法的结论的最为有效的 

机制，向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提出建议，并注意到由主席指定的小组委员会编 

写了有关这些事项的报告，委贞会第十一届会议审议，审查修订和核准了这份 

报告， …

" 还注意到大会 1 9 8 9 年 1 2 月 8 日第4 4 / 7 2号决议请犯罪预防和控制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优先注意其小想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并审议第八届联合 

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对这些结论和建议的适当后续行动；

E /199 0/31/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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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注意到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题为"需要设立有效的国际犯罪和司 

法方案 " 的报告… 第八届联合国频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对它的赞同及对 

它的审议，

" 1 . ^ 秘书长与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主席协商，安排设立一小专家工作 

组，根据预算外资金提供情况，进一步拟订犯罪预防和担制委员会题为"制定 

一项有效的国除犯罪和司法方案的必要性"的报告中提及的拟议中的国际犯罪 

和司法方案以及执行该拟议中的方案所需的机制;

" 2 .  ^ 各会员国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或部长级会议，审议拟议中的方案和 

发展拟议中方案的内容与结构所需的任何公约或其他国际文书，包括将该方案 

委托给秘书处的一个大单位或联合国的一个新机构Î

" 3 . 还请各会员国与秘书长及犯罪预防和担制委员会主席协商,为这一会 

议作必要的准备；

" 4 .  i 秘书长在召开最高级会议或部长级会议之前，立即采取行动，考虑 

将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改为联合国秘书处内 

具有适当方案的一、个新的大单位，并就此向最高级会议或部长级会议以及犯罪 

颁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 5 .  i 各会员国为制订国际犯罪和司法方案及其执行的可行机构提供积极 

的支持和援助• "

D. 委员会提请经社理事会注意的各项决议

4 . 委员会提请经社理事会注意其于1 9 9 0 年 2 月 16  B第 1 1次和第1 2 

次会议上通过的下列各项决议：

第 11/1号决议 - 世界控制犯罪命援助受害者基金会•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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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许多国家中犯罪的增长，

又关切诸如非法贩运麻醉品, 恐怖主义，国际诈H 和其他类型的有组织的 

犯罪等犯罪行为新形式所形成B 益增长的威脉，

注意到各会员国愿意在犯罪预防和控制方面作出统一的努力，

又注意到在国际一级用以打击犯罪的现有财政资源不足，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2 4  B 第 1989/68号决议以及犯 

罪《防和控制委员会1 9 8 8 年8 月3 1 日通过的第10/1号决议，

1. 建议第八届联合国派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对在联合国支持下建立一 

个世界控制犯罪和提助受害者基金会给予有利的考虑；

2 . 还建议世界控制犯罪和援助受害者基金会的目标应为:

( a )寻找并筹集财政资源以支待国际控制犯罪方案的实施；

( b )提高国际社会对犯罪形势和犯罪的主要趋势及涉及受害者问题的认识, 
包括培训适当人员；

( 0 主张扩展有助于有效预防犯罪的主动行动；

( d )向没有足够资源来实施犯罪控制方案的会员国提供财政援助；

( e )提供资金以进行科学研究，为预防和控制犯罪而发展创新的，有效的 

技术手段和向区楼及区域间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提供援助；

i t ) 向国际犯罪的受兽者提供财政援助；

3 . 建议世界控制犯罪和援助受害者基金会的经赛来源如下:
(a)各国自愿梢敦；

( b )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个人自愿捐助Î
( C )为支持基金会而进行的寡捐活动收入；

(d)基金会出股物的收入包括：

H 定期汇编关于犯罪预防和控制方面的联合国标淮命规范及国际文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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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遂年出版全世界有关犯罪形势的统计资料Î 

^ 公布在犯罪控制领域开展的科研工作的成果；

卿出版有关国家和国际两级顶防和控制犯罪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材 

料 ；

4 . 还建议世界控制犯罪和援助受，者基金会董事会应由犯罪颜防和播制 

委员会任命，还可包括各区城湘区域间犯罪预防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负责人，

第 11/2号决议 ,继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防 

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犯罪预防和控劍委员会，

意识到自己作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筹备机构的责任，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 年 5 月 2 7 日第1988/146号决定，

并t乙及委员会许多成员在其第千届会议上感谢古巴政府邀请第八届联合国 

顶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到该国举行，

赞赏为确保定于1 9 9 0 年8 月 2 7 日至9 巧7 H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 

大会成功而开展的所有筹备活动进展顺利，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由于责任日益增大而面临严重的资源 

短细，使得联合国秘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的工作方案的有效技术合作項 

目及其他任务均难以落实，

回顾联大1 9 8  9 年 1 2 月8 日第44 /72号决议，

1. ^确信第八届联合国谓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将为更好地理解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所涉问题以及寻找其解决方法作出重大赏献；

2 .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 2 4 日第1989/134号决定， 

其中理事会决定接受古巴政府提出的担任第八届大会东道主的邀请；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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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吁请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以及相关的 

专业组织和专家积极参加第八届大会,•

4. i 会员国在第八届大会上向联合® 社会防护信托基金作出捕助，包括 

捐款给联合国秘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的特定技术合作项目及其他活动 :

5 . 决定在第八届大会临时议程项目3 ( 议 题 1 ) 下列入一个为期一天的 

认捕会议，以便各方可向联合国社会防护信托基金作出上述捐助；

6 . â 秘书长确保为第八>§大会的圓满成功作好充分的实质性工作和工作 

安排，包柜加强宜传方案，

_ #

" 联合国保伊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卿
H» »' I ■■■' ■ ■  ■■ ■■■!■ ■ ，■■" ■ II I «H .1 ... .......... ...

" 一 . 基本原厕

" 1 . 少年司法系统应维伊少年的权利和安全，增进少年的身心健康，应 

采取一切努力限制监禁少年的做法，

" 2 . 只应根据本规则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载列的 

原厕和程序来剥夺少年的自由. 剥夺少年的自由应作为最后的处置手段，必 

要时间应尽可能缩短。 它应限于极个别的案件，以便在判吏有罪后，在适当 

考虑周围环境与条件的情况下，对最严重的那类罪行，扶行夠决， 在少年被 

剥夺其自由前，制裁的期限应由司法当局确定，同时不徘除予以早B释放的可 

能性，

" 3 . 规则旨在按照人权和基本自由制订出为联合国接受是最低限度标准， 

保护以种种形式被剥夺了自由的少年，以便抵消一切拘留形式的不利影确，促 

进社会融合，

" 4 . 本规则应公正无私地适用于所有少年，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 

年龄、语言、宗教、国籍、政治观点或其他观点、文化信仰或习作、财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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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或家庭地位、 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伤残情况如何， 少年的宗後和文化信 

仰、巧修及道德观念应得到尊重.

" 5 . 制订本规则是为了向管理少年司法系统的专业人员，提供了一种现 

成的参考标准、鼓斯和指导，

" 6 . 本规则应译成本国语文，印发给少年司法工作人员， 不熟悉拘留 

所内工作人员所用语文的少年应有权在必要时获得翻译服务，特别应在体格检 

査和执行纪律程序时获得这种服务，

" 7 . 各国应酌情将本规.则纳入本国的立法或对本国立法作出相应的修正, 

并对遭反本规则者规定有效的补救措施，包括当少年受到伤香时为其提供补楼， 

各国还应监测规则的实施情况，

" 8 , 各主管机构应不断努力，使公众认识到，照料好被拘留的少年，让 

他们为重返社会作好准备，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杜会服务* 为此目的，应采取 

积极步驟，促进少年与当地社区的公开接触。

" 9 , 本规则中的任何字句不得解释为免予执行国际社会公认的、与少年 

儿童和一切青年人的权利，照料和保伊有关的联合国及人权文书和标准，

" 二、规则的范圓和适用

" 1 0 ,为了本规则的目的，应采用以下定义：

" ( a ) 少年系指未满1 8 岁者，应由法律规定一年靜界跟，对在这一年龄 

界限以下的儿童不得剥夺其自由Î

" ( b ) 剥夺自由系指对一个人采取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或者将其置于 

公私立拘留机构内，使之由于任何司法、行政或其他公共当局的命令而不准自 

行离去。

" 1 1 .剥夺自由的实施应以保证尊重少年的人权为条件。应当保证拘留在 

各种设施内的少年能得益于有意义的活动和课程，这些活动和课程将有助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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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他们的健康，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培养他们的责任感，鼓励他们培养有助于 

他们发挥社会一员的潜力的态度和技能，

" 12. 被剥夺自由的少年不应因其这一身份而丧失根播国内法或国际法有 

权享有、并与剥夺自由相容的公民、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权利，诸如社会 

保障权益、结社自由和年满法定最低年龄时的结婚权利等等，

" 1 3 ,应根据国际标准、本国法律和条例，由司法当局或其他适当组成的、 

获准採访少年但不属于拘留机构管理部门的团体进行定期检查和执行其他管制 

措施，來确保少年的各项权利得到保护，特别应注意执行拘留措施的合法性和 

社会触合的各项目标，

" 1 4 .本规则适用于少年被剥夺自由的任何类别和形式的拘留场所.本规 

则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部分适用于拘留少年的一切拘留设施和机构，第三 

部分专门适用于被逮捕或待审讯的少年，

" 1 5 .本规则应根据各成员国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加以实施 .

" 三、被拘留或待审讯的少年

" 1 6 .被拘留的少年或待审讯（" 未审讯 " ）的少年应首先假定是无罪的， 

并当作无罪者对待. 未审讯而拘留的情况应尽可能避免发生，并只限于某些特 

殊情况. 因此，应作出一切努力，采用其他的替代办法，在不得已来取了预防 

性拘留的情况下，少年法院和调查机构应给予最优先处理，以最快捷方式处理 

此种案件，以保证尽可能缩短拘留时间. 无论如何，应将未审讯的拘留者与已 

判罪的少年分隔开来。

" 1 7 .未审讯少年被拘留时应享有的待遇条件应与下述各项规定相一致， 

必要时还可齢情根据首先假定无罪的要求，根据拘留期限和有关少年的法律地 

位和状况，作出具体的补充规定. 这些规定应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下列各项：

« ( a ) 这些少年应有权得到法律指导，应能申请得到法律顾问的免赛协助 

( 如能得到的话）并能经常地与法律顾问进行联络.此种联络应保证能私下进 

行，严守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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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如果可能，应向这些少年提供机会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继续接受教 

育或培训，但不应彼要求这样做，而工作、教育或培训都不应成为继续拘留的 

理由； ，

* * (c )这些少年应可得到和保留一些消遣和娱乐性的物件，只要将合司法 

管理的利益.

" E 、少年设施的管理

" A . 壁

" 1 8 ,所有报告，包括法律记录、医疗记录和纪律程序记录，以及与处置 

的形式、内容和细节有关的所有其他文件均应放入保密的个人档案，该档案应 

不时补充新的材料，非特许人员不得查阅，其分类编号应使人一目了然•在可 

能的情况下，每个少年均应有权对本人档案中所载的任何事实或意见提出异议， 

以便纠正那些不确切、无根振或不公正的陈述，为了行便这一权利，应订立程 

序，允许根据请求由合适的第三者查阅这种精案* 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当封 

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

" 1 9 ,任何拘留所在未获得司法、行政或其他政府当局的有效拘留令时均 

不得接收任何少年入所，拘留令的内容应立即登记入册.没有这种登记册的任 

何设施均不得拘留任何少年 .

" B . 入所、登记、迁移和转所

« 2 0 .在所有拘留少年的场所，均应保存下列关于所接收的少年的完臺而 

可靠的资料记录：

" ( a ) 关于该少年的身份的资料；

" (b》 拘留的事实和原因以及有关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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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 入所、转所和释放的日期和时间；

" ( d ) 每一次接收少年入所、将其照料下的少年转所或释放时将情况通知 

其家长或监护人的具体内容Î

" ( e ) 已知身心律康问题的细节，包括吸毒，

"21. 应毫不迟延地向有关少年的家长和监护人或关系最密切的近亲提供 

上述入所、安置、转所和释放的资料.

"22. 接收后应尽快就每一少年的小人情况和处境拟写全面报告和有关资 

料，提交行政当局 .

" 2 3 .少年入所时，应每人发给一本以其容僮语文刊印的有关拘留设施的 

规定的复印本及其权利和义务的书面说明，并连同负责受理申诉的主管当局的 

地址以及能提供法律协助的公私机构或组织的地址。如少年为文盲，或看不懂 

书面资料，则应以能使他充分理，的方式向他传达资料内容。

" 2 4 ,应帮助所有少年了解有关该拘留所内部组织的条例、所提供照料的 

目的和方法、纪律要求和程序、获取资料和提出投诉的其他可行方法，以及所 

有为使他们充分理解其拘留期间的权利和义务所必要的其他事项 .

" 2 5 ,运送少年的费用应由管理部门负拒，运送工具应通风良好、光线充 

足，其条件应是不使他们想到难受或矢去尊严. 不得任意将少年从•-处转到另 

—处 .

“ C , 分类与安置

" 2 6 ,少年入所后，应尽快找他们谈话，并撰写一份有关心理及社会状况 

的报告，说明与该少年所需管教方案的特定类型和等级有关的任何因素. 此报 

告应连同该少年入所时对其进行体格检査的医生报告一起送交所长，以便在所 

内为该少年确定最适宜的安置地点及其所需和拟采用的特定类型和等级的管教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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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拘留少年的环境条件必须根播他们的年龄、个性、性别和犯罪类别 

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具体需要、身份和特殊要求，维护其身心健康，确保使他们 

免受有善的影响和不致碰到危险情况.将被剥夺自由的少年实行分类管理的主

要标准是向他们提供最适合他们个人需要的管教方式，保护其身体、心理和精 

神的健康发展.
" 2 8 .在各种拘留机构内，少年应与成人隔离，除非他们属于同一家庭的 

成员 . 作为确经证明有益于所涉少年的特别管教方案的一郁分，可以在有监督 

的情况下，让少年与经过仔细挑选的成人在一起。

" 2 9 .应为少年设立开放性的教养所.开放性的教养所是没有或很少安全 

措旌的场所.这种教养所里的人愈少愈好. 拘留在封闭型教养所内的少年的人 

数也应少些，以便进行个别管教.少年教养所应当分散，其规模应便于少年与 

其家庭的联系和接触，应设立小型教养所，把它们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及 

社区融合起来，

" D , 物质条件和腾宿条件

"30. 被剥夺自由的少年有权享有可满足健康和人类尊严的各种需要的设 

施和服务 .

" 3 1 . 少年教养设施的设计和物质环境应符合收容教养使之改过自新的目的，
、

并应适当顾及少年的隐私、对感官刺激、与同龄人交往和参加文体娱乐活动的 

需要* 少年教养设施的设计和结构应尽量减少火灾危险，确保能从房舍中安 

全撤出。 应装置有效的火灾报警系统，建立正规的经常演巧的制度来保证少 

年的安全， 教养所不得建造在明知有事律康或有其他危险的地区

" 3 2 . 搂室安排通常应为小组集体宿命或个人卧房，并须注意到当地的标准， 

睡觉时间，应经常对所有住宿地区，包括单人房间和集体宿舍，进行不打扰人 

的检查，以便保证每个少年的安全， 应按照当地或国家的标准，向每一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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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足够的被傅，被傅在发放时应是干，的，并应保持完好和经常更换以确保 

被得的干净。

" 33, 卫生设施的位置和标准应使所内每一少年能在需要时体面地满足人体 

需要，并应保持清洁和隐蔽，

" 3 4 . 持有个人财物是隐私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对少年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应充分承认和尊重每一少年持有个人财物和拥有充分的设旅来炉藏这些财物的 

权利。 少年的♦人财物中本人不想保留的或予以没收的那部分，应置于保管 

之下， 保管财物的清单应由少年签字， 应采取措施使这些财物保持完好， 

除了准许其花掉的钱或向外界寄送的物件外，所有这些物件和金钱均应在该少 

年获释时如数归还， 如果少年牧到或被发现持有药品，应由医生决复应如何 

使用。

" 3 5 . 所内少年应有权在可能时穿用自己的衣服。 教养机构应确保每一少 

年得到适合时令和足以保持其使康的衣服，这种衣服不得以任何方式令人感到 

卑微和耻辱。 应允许出于种种原因而调离或离开教养所的少年穿自己的衣 

服 。

'‘ 36. 每个拘留设施应确保所内少年均应有权享用经过适当制作并在正常用

餐时间提供的食品，其质量和数量应满足菅养、卫生和健康标准，并尽可能考 

虑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需要。 应随时向每一少年提供清洁的饮水，

" E • 教育、职业培训和工作

"37. 达到义务教育年龄的所内少年均有权获得与其需要和能力相适应并以 

帮助其重避社会为宗旨的教育* 这种教育应尽可能在所外的社区学校里进行， 

但无论如何应有合格的教师，其课程应与本国的教育制度相一致，以便其在获 

释后能继续学业而不感到因难。 教养所管理部门应特别注意外国少年或具有 

特殊文化或种族需要的少年的教育， 文盲或学巧困难的少年应有权接受特别 

教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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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 应允许和鼓嚴超过义务教育年龄但仍想趣续学巧的少年继续学巧，应 

尽力为他们提供获得适当的教育课程的机会。

"39, 向教养所内的少年颁发毕业文凭或学历证明时不应以任何方式在其中 

表示该少年曾送进教养所教养。

" 4 0 . 每一教养所均应有图书馆，藏有数量足够的适宜于少年阅读的知识性 

和娱乐性图书，应数厳所内少年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图书。

" 4 1 . 所内少年均应有权获得职业培训，所选职业应能使其为今后的就业做 

好准备。

" 4 2 . 在正当选择职业和教养所管理部门的要求的范围内，所内少年应能按 

照自己的愿望选择所做工作。

"43. 适用于童工和青工的所有国家和国际保护性标准均应适用于剥夺了自 

由的少年。

" 4 4 . 应尽可能创造机会让所内少年最好在当地从寧有报酬的劳动，将此作 

为所提供的职业培训的补充，以便增加其在重避社区后获得适当就业的可能性，

所提供的工作应能作为适当的培训，使少年获释后获得益处4 教养所内提供 

的工作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应尽量与社区中类似工作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相同，以 

使少年适应正常的职业生活条件。

" 4 5 . 参加工作的所内少年均有权获得平等的报酬。 不得将为教养所或为 

第三方赢利这一目的置于少年及其职业培训的利益之上。 通常应将少年收益 

的一部分作为储蓄基金另立，在少年获释时交还。 少年应有权利用这些收益 

的剩余部分卿买物品供自己使用，或者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伤，的受香者，或 

者寄给家里或所外的其他人。

" g •娱乐

" 4 6 . 所内少年应有权每天做适当时间的自由活动，如天气允许，活动地点 

应为室外，期间通常应提供适当的文体训练* 应为这些活动提供适当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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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设备， 每一少年每天均应有闲服活动时间，根据少年的要求，其中 

部分时间应用于帮助学习手工艺技能， 教养所应确保每一少年在体格上能够 

参加向其提供的体盲活动，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向有需要的少年提供补救性的 

体盲锻炼和治疗，

" Q . 宗教

" 4 7 . 应允许所内每一少年满足其对宗教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应允许 

其参加在所内举行的宗教仪式或会议，或自己进行宗教仪式，以及持有必要的 

书籍或其宗教派别进行宗教仪式时用的物品。 如果教养所内信仰某一宗教的 

少年达到一定人数，应指定或批准该宗教的一名或数名合格代表，允许他们定 

期举行宗教仪式并根据所内少年的要求对他们进行♦ 别的宗教探望。 每一少 

年均有权接受其选择的任一宗教的合格代表的探望，也应有权不参加宗教仪式 

和自由决定是否参加宗教教盲、辅导或宣传，

" H . 医疗ÿ»理

" 4 8 . 所内少年均有权获得充分的预防性或治疗性的医疗伊理，包括牙科、 

眼科和精神科护理以及医生指定的药品和特别躇食。 如可能，所有这种医疗 

护理通常应由教养所所在社区的有关卫生机构和服务部门向拘留的少年提供， 

以便防止所内少年的耻辱感，培养他们的自尊和促进他们重避社区，

" 4 9 . 所内少年有权在收容进少年教养所时立即由医生进行体检，以便记录 

先前任何虐待的迹象并确定是否有任何生理和心理状况需要医疗护理4
"50, 提供给所内少年的医疗服务应设法发现和治疗任何可能影响少年重避 

社会的生理和心理疾病，药物滥用或其他状态。 每一少年教养所应能隨时获 

得与其收容人数和要求相称的医疗设施和设备，其医疗人员应受过预防性保健

理和处理嚴急医疗事件的培训。 生病、感觉不适或显示出生理或精神不适 

症状的少年应迅速由医生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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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医生如有正当理由认为某一少年的身体或心理健康已受到或将受到长 

期拘留，绝食或任何拘留条件的损，，应立即将实际情况报告有关教养所的所 

长和负责保障少年利益的独立当局•
" 5 2 . 患有精神病的少年应送往受独立的医疗管理的专门机构接受治疗，应 

与有关机构作出安排，采取措施，在必要时保证在释放后继续进行精神病治 

疗，

« 5 3 . 少年教养所应采用由合格的人员管理的预防吸毒和康复专门方案，这 

些方案应与其收容人员的年龄、性别和其他要求相符，应向吸毒髓酒少年提供 

戒毒设施和服务，并配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

" 5 4 . 用药必须根据治疗需要或医疗原因，可能时并应事先通知有关少年和 

征得其同意。 用药绝对不许出于获取资料或口供的目的或者作为惩罚或管束 

所内少年的一种手段。 绝不能对少年进行药物和治疗试艘• 使用任何药物

均应由合格的医护人员批准和实施，

" 工. 生病、受伤和死亡通知

"55. 所内少年的家庭或监护人以及少年指定的任何其他人均有权查问和在 

该少年的健康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时及时了解他的健康状况， 当所内少年死亡、 

生病而需要将其转入所外医疗机构或者其健康状况需要在所内门诊所治疗4 8 

小时以上时，教养所所长应立即将此情况通知该少年的家庭或监护人或其他指 

定者。

" 5 6 . 所内少年在其自由被剥夺期间死亡，与其关系最近的亲厲应有权查後 

死亡ÜE明书，验看遗体和决定处置遗体的方法。 如少年在拘留期间死亡，应 

对死亡原因进行独立的调查， 调查报告应提供给关系最近的亲厲， 如系释放 

后六个月内死亡，如有理由认为死亡原因与拘留期间有关， 也应进行这种调 

查。

" 5 7 . 所内少年的任何近亲如死亡、重病或重伤，应立即通知该少年，该少 

年应有权参加近亲去避的葬礼或探望重病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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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与外界的接勉

" 5 8 .应提供一切手段确保所内少年与外界充分交流,这是他们有权享有的 

公正和人道待遇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使青少年作好准备重返社会来说也极其重 

要。应允许所内少年与其家人、朋友以及外界声举好的组织的人员或代表交流， 

允许他们离开教养所回家探来，并应特准由于教育、就业或其他重要原因而外 

出。如系服刑少年，则其离所外出时间应计入服刑时间。

" 5 9 . 所内少年均应有权经常和定期地接受亲友的探望，原则上每周一次， 

至少每月一次，探望的环境应尊重少年的隐私及其与家人和辩护团接触并进行 

无拘束的交谈的需要。

" 6 0 .除非有法定限制，所内少年均应有权与其选择的人进行书面或电话通 

讯，必要时应帮助他 (她 )有效地享受这一权力。每一少年均应有权收取信件。

" 6 1 .所内少年均应有机会通过阅读报纸、期刊和其他出版物、通过听收音 

机和看电视节目与电影，以及通过少年感兴趣的任何合法的俱乐部或组织的代 

表的探望来使自己经常了解新闻。

" K .身体束缚和使用武力的限制

" 6 2 .禁止为任何目的使用束缚工具和武力，但规则第63条规定者除外。

" 6 3 .束缚工具和武力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当所有其他控制方法都已用尽 

并证明无效时，才能使用，并必须有法律和条例的明文授权和规定。使用束缚工 

具和武力不应造成污辱人格，使用范围应该有限，时间应尽可能短。为了防止少 

年自我伤，、伤，他人或严重毁坏财物 , 可以根据所长的命令使用束缚工具。如 

发生这种情况，所长应立即与医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貝嗟商，并报告上级管理当 

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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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在任何少年教养所内禁止播带和使用武器。

"L.纪律

" 6 5 .所有纪律措施和办法均应确保安全，确保共同生活的秩序,并应符合 

维护少年自身尊严的原则及教养所赞教的根本目的，即灌输一种正义感、自尊感 

和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意识。

"66.应严格禁止任何构成残黯、不人道或污辱性的对待的纪律措;É ,其中 

包括体15、关在暗室内、密闭的或孤独的禁闭或任何有事于有关少年的身心健康 

的其他惩罚。禁止以任何理由减少供食和限制或不准与家人接触的做法。任何 

时候应把劳动视为一种教育手段，培养少年的自尊以便为他（她）重避社会准务 

条件，因而不应把强迫进行劳功作为一种纪律制裁。任何少年不应由于同一速 

反纪♦ 事件而受到一次以上的制裁。禁止进行集性惩罚。

" 6 7 . 主管的行政当局所通过的法规和章程应在充分考虑到少年的基本特 

点、需要和权利的基础上，定出关于下述各项的标准：

(a)构成逢反纪律的行为；

(b)可施加的纪律制裁的种类及时限；

(c)有权施加此种制裁的官员；

(d)有权审理上诉的官员。

"68.关于越轨行为的报告应立即送交主管的官员，主管官员应及时对之作 

出决定。主管官员应对事件进行彻底的审查分析。

" 6 9 .除严格按现行的法律和规章办事外，任何少年不应受到纪律制裁。除 

非先将所指控的透反纪律行为以适宜于少年充分理解的方式告知当事人并给予 

提出申辨的适当机会，包括向公正的主管机构上诉的权利,任何少年不应受到制 

裁 。所有纪律处分的经过应作出完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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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任何少年不应担负执行纪律的责任，除非在主管特定的社会、教育或 

体育活动中或在一些自行管理的方案中这样傲。

" M .视察和投诉

" 7 1 . 有资格的视察官员或相当资格的不属于拘留设旅的管理部门的独立 

权威人士应经常进行视察检查 ,应有权主动进行事先不宣布的视察，并在行使这 

一职责时享有充分的独立性保证。视察官员应能不受限制地接勉少年在其中被 

刺夺自由或可能被刺夺了自由的任何机构或设施所雇用的或在其中工作的所有 

人员 ,其中所有少年及阅看此类机构的所有框案记录。

" 7 2 .从厲于视察机关或公共卫生部门的合格医生应能参加视察，评佑有关 

环境、卫生、住宿、腾食、体操和医务等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并评伯教养所生活 

中关系到少年身心健康的任何其他方面或其他情况。每一少年都应有权同任何 

视察人员进行秘密交谈。

" 7 3 .在完成一次视察后 ,视察官员应就其视察发现的情况提出一份报告。 

此项报告座包括评价各教养所是茶充分执行本规则和本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并 

提出为保证执行本规则和本国法律规定而认为必要的任何步朦的建议。视察官 

员所发现的情况乏中，如有任何事实表明发生了遂反关于少年权利的法律规定 

的现象 ,应将有关事实转告有关当局进行调查和起诉。

" 7 4 . 每一少年应随时有机会向教养所所长及其授权代表提出要求或投

诉 。

" 7 5 .每一少年应有权通过核准的渠道向少年教养所的总管理部门、司法部 

门或其他道当部门提出某一要求或投诉，其内容不受检查,而且应及时得到处理 

答复。

" 7 6 .应采取努力 , 设立一个独立的职务 ( 巡视官），接受和调查被剥夺自由



E/1990/31 
E/ÀC.57/1990/8 
Chinese 
Page 181

的少年提出的投诉 ,并协助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

" 7 7 .每一少年应有权请求家人、法律顾问、人道主义团体或可能时请求其 

他人提供帮助，以便提出一项投诉。 如果文盲少年需要利用提供法律指导或有 

权接受投诉的公私立机构和组织的服务 ,应向他们提供协助。

" N .重送社会

" 7 8 .所有所内少年都应得到安排 ,帮助他们在释放后重返社会、家庭生活、 

重新就学或就业。应为此设立有关的程序包括提前释放和特别课程。

"7 9 *主管当局应提供或确保提供一些服务，帮助少年在社会上重新立足并 

减少对这些少年的偏见。这些服务应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向该少年提供适当的 

住所、工作和衣服 ,并提供足移的敦项以便其维持释放后的生活。应与提供此种 

服务的机构的代表洛商，并让他们与拘留中的少年接勉，以便帮助他们重避社 

会 。

"五.少年司法人员

" 8 0 .教养所工作人员应具备适当的条件并包括足够数量的专家,例如教育 

家、职业教员、法律顾问、社会工作者、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这些专家以及其 

他的专门人员一般应长期聘用。但在合适情况下按其所能提供协助和培训的程 

度，并不排除聘用兼职人员或志愿人贾的作法。各教养所应根振所拘留少年的 

个别需要和问题 , 充分利用本社区可提供的所有合宜的梭救手段、教育手段、道 

德和精神手段及帮助形式。

" 8 1 .行政管理当局应安排认真挑选和聘用各毅、各类的工作人员，因为各 

教养所是否管理得好 , 全靠他们的品德、人道、处理少年的能力和专业才能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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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工作的适应性。

" 8 2 .为达致上迷目的，这些人员应作为专业官员加以任用，给以优厚报酬 

以便敦弓I和留住合适的男女人才。应不断鼓助少年教养所的工作人员努力微到 

人道地、负责地、专心致志地、公平地和有效率地嚴行自已的专业职责和义务，他 

们任何时候都座以身作则,使自已的言行赢得少年的尊敬,为他们树立好檢样。

" 8 3 .管理当局应建立合宜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以利于教养所内不同类 

别的人员之间的联络，以期保证照管少年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还应有利于工 

作人员同管理当局之间的联络，以保证直接与少年接触的人员能够发挥积极作 

用,便于其有效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 8 4 . 所有工作人员应受到适当训练，以便能够有效地执行其管教责任尤其 

包括关于儿童心理、儿童福利和国际人权标准和儿童权利及本规则各项肉容的 

培训。所有工作人员应通过参加在其任内定期举办的在职人员进修班，保持并 

提高其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85 .教养所所长应在管理能力、学历和经验方面充分符合其工作所要求的 

条件并应按全日制专职进行工作。

" 8 6 .教养所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应尊重和保护所有少年的人格和基 

本人权，特别是：

" ( a ) 教养所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或在任何情况下施加、唆使或容忍 

发生任何严刑拷打行为或施加其他粗暴的、残酷的、不人道的或污辱性的对待、 

惩罚、改造方法或纪律手段；

" ( b ) 各工作人员应坚决反对和制止任何贪污受赌行为，并在发现时立即 

报告有关当局；

" ( c )各工作人员均应遵守本规则。凡有理由相信发生了或将要发生严重 

逢反本规则的事情的人员，应即将情况报告其上级机关或掌有审查权或纠正权 

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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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所有工作人员应保证少年的身心健康得到充分保护，包括保护其不 

遭受肉体折摩、性污辱和下流玩弄，必要时应立即采取行动，给予医疗处置；

"(e)各工作人员应落重少年的隐私权,无其应对其作为专业人员身分从中 

得知的有关各少年或其家庭的秘密事情保守机密；

"(f)所有工作人员应尽力減少拘留所内外的生活之同的区别，因为这种区 

别往往会削廣对拘留所内少年的人播算严的单重。 "

第 11/3号决议. 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犯罪颁防和控制委员会，

忆及联合国遵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4 8 年 8 月 1 3 曰第1 5 5 C (V I I )  

号央议和联大1 9 5 0 年 1 2 月 1 日第4 1 500号决议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领域所承担的责任，

并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年 5 月 2 1 日第1986/11号、 1987年 

5 月 2 8 日第1987/53号， 1 988年 5 月 2 7 日第1988/44号、 1989年 

5 月 2 4 曰第1980/68号决议及联大1985#*1 1月 2 9 日第40/32^，19 

86年 1 2 月 4 日第41/107号、 1987年 1 1月 3 0 曰第42/59号、1988 

年 1 2 月 8 曰第43/99号 和 1989年 1 2 月 8 日第4 4 / ^ 1与 44/72号决议，

深切关注犯罪活动的升级正在胆碍持续的发展, 破坏社会安定和幸福，威 

胁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享受，

意识到犯罪活动及其后果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 消耗了国民经济， 

加重了财政危机，

进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的跨国性质和规模表示惊恐, 这些新的有組纽的巧妙 

犯罪形式超出了各个国家独自对付的能力，需要采取齐心协力的国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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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迫切需要设立一小更加有效和更有针对性的国际机制来援助各国和在 

共同关心的领域促进联舍战略，

铭记各会员国表示希望加强联合国履行其颜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城重要责 

任以及赋予它的新任务、新职能的能力，

忆及其 1 9 8 8 年 8月 3 1 日第10/1号决议规定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

负责& 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欢迎秘书长的一份说明所载的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E/AC. 57/1990/6 )  

全面分析了派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坡的状况和开展有效国际行动的要求，

审议和审查了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并进一步修订了其中关于制订— 的国际 

犯罪和司法方案的章节，

1 , 一致核准小组委员会题力 " 需要设立一项有效的国碌犯罪和司法方案" 

的订正报告（IÎ/AC. 57/1990/1-. 32 ) ; ，"

2 . ， 书长将该报告转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3 . 建谈第八届大会在其临时议程项目3 议题 1 项下审议该报告;

4 . 还建议第八届大会在审议该报告后赞同其各项建议并为这些建议的执 

行提出必要的行动建i义，应特别考虑：

( a ) 设立专家工作组进一步制订拟议中的方案和执行方案所需的机制；

0 » 召开一个部长级高蜂会议，审议拟议中的方案和发展其内容与结 

构所必需的任何国际文书；

( C ) 为拟议中的方案设立必要的组织结构，包括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可 

法处汝为秘书处的一个大单位或者设立一个联合国新机檢*

* 关于讨论情况参看第五章，

，" 后来作为E / 1 9 9 0 / 3 1 / A d d .  1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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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方案拟订和其它事项

1 • 委员会在其1 9 9 0 年 2 月 5 日、 6 日、 1 2 日和 1 6 日的第1、 2、 3、

1 0 、和 1 1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3 ,  委房会牧到了下述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犯罪预防和控制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2Ï/AC. 57/1990/  

2 ) J

( t ) 秘书长关于任命联合国区城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的说明（

AC. 57/1990/7 ) ;

1990 -  1991两年期方案派算的摘录，方案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报告捕录， 1992 — 1997年 tp期计划拿案摘录（E/AC. 57/1990/

CHP. 2 》，

2 .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社会发展司司长介绍了 

这一议程项目。 他首先重点指出了联合国犯罪《防和掠制方案所取得的最重要的 

成果，包括发展了一些到事司法资料库和联合国犯罪和司法信患膊，然后银调了技 

术合作活动的重要性，并重点谈到了各区域和区城间研究所对促进成功地执行联合 

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案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种作用在近年来權大，从 

每年在阿拉伯安全研究和训统中心举行的方案协调联席会议得到很大的助力， 然 

而，仍需得到更多的自愿资金来对付日益增大的犯罪威脉，

3 . 与会者欢迎秘书长提出的报告《E/AC. 57/1990/2) , 赞赏地注意到犯 

罪颗防和则事司法处在资源不足而且力第备第八届大会需开展各种活动因而加重负 

担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许多不筒方面的任务。 尽管该处的工作非常出色，但财 

政上的持振不能不暇制了打击国内犯罪和跨国犯罪方案的效果，而国内和跨国犯罪 

正变得更为狡猜，更为潜凝* 不幸的是，尽管委员会一再提出建议，而且经由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大核可，吁请增大对该处的拨敦以适应其任务范围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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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呼吁基本都没有得到财政机构的重视， 当前的局面表明，联合国的活动应 

作出一些调整，应采取一种创新的方法》

4 . 在这方面，有的代表指出，^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活动的预算只在它 

在其中的全球社会问题頸算的极小一部分，因此，委员会不仅应注意到秘书长的报 

告，而且应进一步对犯罪预防方案所遇到的財政困难明确表示深切关注， 委员会 

还应明确指示在这方面提出一整奢确切的建议，以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适当行 

动， 代表们还建议，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有关犯罪顶防和刑事司法的所有事项，应 

作为经社理事会的议程上一个独立项目对待*

5 • 与会者认力任务与资源之间的差距以及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之间相差悬 

殊，可能说明各国政府似乎对犯罪问题的关注还没有强调得足够清楚，

虽然它们都已表示要促进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各种犯罪形武的愿望。 不能指望联合 

国用拨給本方案的很小的资源来履行国际社会跋予它在犯罪预防和剂事司法方面的 

职责。 显然，必须表示出更为具体的政治意愿，以便能加强联合国的能力。各国 

政府必须了解到秘书处虽然足智多谋，从长远来看，也不能克服当前的障碍。 本 

方案所面临的困难是明显的，正如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已经注意到的那样， 1990 — 

1991两年期拨给它的资源比1988 -  1989两年期减少2 %,

6 . 虽然犯罪问题是复杂的，但大家有一种感觉，认为这是一种危险也是种 

威胁。但是，对于这个问題的性质和程度和如何解决这小问题，仍需有更多的了

嚴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诸如麻辞品、恐怖主义、国际诛编，环境方面的犯 

罪、渡用权力和有计划的使用镇压手段。 当然，不ÉI过份液染这个何题，否则会 

导致对此作出过份的反应，但人们有义务来认真地对待犯罪问题。

7 . 联合国把它的活动集中在四个主要领域：通过示范文书改进国际合作I 交 

流情况，特别是交流受，人和预防犯罪方面的情况, 促进国际合作I 维伊人权和公 

正的规范。 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必要的政治意愿， 要想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是很 

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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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世界正在发生着影响着一切》物包括顶防犯罪在内的巨大变化。 各国正 

在根本改组警察和司法制度， 犯罪率上升不仅要求在预防犯罪方面有新的办法， 

而且要求有更广泛的立法和加强犯罪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国际合作， 通过联合圓交 

流情况是完成这頂任务所必不可少的，

9 . 很多专家和观察员指出，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方面的技米合作对发展中国 

家来说至为重要。 .加强这种合作是必需的，因为许多国家由于极端缺乏材料和训 

练有素的人力资源而根本不能或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执行有效的预防犯罪政策及战格。 

不可否认，取得T 一些微小的进展。 但是也不可否认，秘书处甚至连一小郁分所 

需要的技术合作项目也没有能力进行。 大家极为灰心地了解到，如果有了资金的 

话，可以完成许多的事情，可是由于种种限制条件而只能做很少的事。 很明显， 

增加自愿资金定将使局面大为改变，给许多国家得到其迫切需要的机会。

1 0 . 发 展 中 国 家 不 得 不 为 扫 盲 * 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受训机会，报酬之低 

以致贪污盛行等不利条件而斗争。 更为糟糕的是，主要由于外债造成的经济 

发展速度不快，尤其表现在失业率高、特别是青少年失业率高，妓女和大量流浪儿 

童，他们是极易受犯罪影响的人群。近来，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的 

危险和由于诸如倾倒有毒废料等环境方面的犯罪而使整小国家受善，进一步使这种 

形势恶化。

1 1 . 与会者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承认进行技术合作的绝对必要性，并应该按照 

已经明确的需要作出贯献，它们应认识到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犯罪活动的 

斗争，最终将是帮助发达国家本国的人民。 诸如为非法市场生产麻醉品等现象和 

洗钱等犯罪活动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这是因为它们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几乎 

无法有效地实施犯罪控制政策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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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此外，提供的援助应考虑到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 例如.为控制非法生 

产麻醉品而提供的有些援助，没有考虑到其他紧密相关的需要，如法制改革或警察 

训练,.，更没有考虑到全面的社会经济发展。 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这种仅仅对整个 

形势中的一个因素给予的不适当的重视，只取得了十分有限的、而且很可能仅仅是

短期的成功。

1 3 . 委员会应研究一切可能的技术合作结构，这些合作可以在国际上得到更好 

的协调，并建议各国政府每年拨出固定数量的经费，，用 于将由 秘 书处 在 联 合 国  

各研究所的合作下拍行的犯罪预防和则事司法方面的技术合作项目和客询活动。

1 4 . 与 会 者 还 肯 定 地 指 出 ， 迄 今 提 供 的 咨 询 服 务 对 许 多 国 家 来 说  

是很大的带助。 在一盤会员E 的支持下，区坡间'顾问已经完成了许多项任务，并 

且执行了许多项目作为咨询服务的一郁分。 此外，随着圓际实体日益认识到犯罪 

预防和刑事司法的重要性，它们或许更加愿意向一些项目提供财政支持，尽管人们 

还没有充分认识犯罪预防和控制活动对实现发展目标的意义和重要性。 由于咨询 

服务在目前遇到的财政困难，它们开展的活动显然不足，无法满足对这类服务的迅 

速增长的需求。 区域间顾问的活动必须得到加强，而且他们的活动迫切需要得到 

区域顾问的辅助。

1 5 . 与会者指出，似乎普遍存在着一种禁忌，即不能使用发展基金来开展犯罪 

预防和开j事司法项目。 这种态度很可能是由于没有认识犯罪活动对一个国家的发 

展努力会产生多大的危害，因为犯罪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消耗稀少的资源并挫伤民众

的积极性， 便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保证法律和秩序方面，而且在确保基本人权得到 

适当的保护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如果司法系统本身都受到国内和跨国犯罪的 

猛力袭击，则大谈司法普遍原则是毫无用处的• 除非消除这种禁忌，否则不可能 

有所作为。

1 6 . 关于第三次联合国犯罪趋势、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和犯舉《防战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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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在进行这次调查中取得的进展， 然而，对调查作出答复的速度，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答复速度不能令人满意。 而且，许多答复不够完整，有些答复 

看来不够精确的。 尽管各研究所的合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令人姐丧的是所取 

得的结果没有达到理想。

1 7 . 在这一方面，几位与会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填写调查表时遇到了特殊的 

困难，因为让它们提供涉及其整个领土的可靠资料，决非易事。 在一些情况下， 

根本没有资料， 而且看来有关的资料，特别是统计资料，不进行某种形式的技术 

合作是不可能收集到的， 只有通过技术合作才能提高发展中国家以令人满意的方 

式对调查作出反应的能力，

1 8 . 委房会认为，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和工作才能改进调查， 或许可以倚化调 

查表。 由于所需的资料往往散布在不同的部门，与会者提出了关于获取必要的资 

料的方式问题e 仅通过外交渠道看来并不是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 

应争取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各地办事处、国家通讯S 以及各研究所的协助，此 

外，每年可以发一份倚化的调查表，以便使调查表的填报可以成力各有关部门内部 

的一•项例行公事，

1 9 . 技术合作，特别是在培训人员方面的技术合作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然 

而，提供资金不是成功的保证* 任务的复杂性即使对收集全国统计资料具有悠义 

传统的发达国家来说也产生了® 难。 间题往往在于不身确定某种资料究竟应从何 

处获得， 因而，应该避免求全责备的做法，应把目标实事求是地确定为尽可能广 

泛地交流情况。

2 0 . 各研究所的活动得到了本委员会成员的广泛称赞， 各研究所协调其活动 

的工作和向秘书处提供的协助实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而且，它们的研究和培训 

活动大为发展， 不过，它们应该加强与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处的关系，该处也应 

加强对研究所活动的全面的监督以便确保改进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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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委 g会欢迎成立联合国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并表示希望该研 

究所在本区城打击犯罪活动的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

2 2 . 委员会注意到文件E/AC. 57/1990/CRP. 2 所载的中期计划草案摘录，

委员会采取的行翁 

世界预跋犯罪和援助受夢者基金会

2 3 . 在委员会1 9 9 0 年 2 月 1 2 日第1 0 次会议上， V a s H y  P. Ignatov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圓联盟）代表D. CO tic (南斯拉夫）、 D. Faulkner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Gainer (美利坚合众国）、 A. A. A. 
Sliiddo(苏丹 ）、 M. Shiklta(曰本）和 L. Tamini(阿根廷 ) 提出了一 

项题为"世界預防犯罪和援助受害者基金会 "的下列决议草案（E/AC. 57/1990/  

L. 8 ) :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贾会，

"关切许多国家中犯罪活动的增长，

切诸如非法嚴运麻辞品 , 恐佈主义，国际作«和其他类型的有想织的犯罪 

等犯罪行为新形式所形成日益增长的威路，

"注意到各会员国愿意在犯罪预防和控傷方面作出统一的努力，

" 又注意到在圓际一级用以打击犯罪g?现有射政资源不足，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 2 4 日通过的第1 9 8 9 /6 8号决议以及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第1 0 / 1号决议，

■ " 1 .建议第/V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对在联合国支持下建立一个世

界预防犯罪和接助受香者基金会给予有利的考虑；

" 2 . 还建议世界預防犯罪和援助受專者基金会的目标如下 :

"(a)寻找并筹集财政资源以支持国际控制犯罪方案的实旋；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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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高国际社会对犯罪形势和犯罪活动的主要趋势〔及涉及受害者问顾；）的 

了解；

主张扩展有助于有效预防犯罪〔和保护及支援受害者〕 的主动行动；

向没有足够资源来实旅犯罪控制方案的会员国提供财政接助Î
提供资金以进行科学研究，为预防和控制犯罪而发展创新的， 有效的技术

手段；

向国际犯罪的受害者提供财政援助；

建议世界犯罪频防和援助受專者基金会的经赛来源如下：

各国自愿捐敦；

非政府绍织，私营郁门和个人自愿捐助；

为支持基金会而进行寡捐活动；

基金会出版物的牧入包括，

" H 定期汇编关于犯罪预防和控制方面的联合国标准和规范ii国际文书； 

" a 遂年出版全世界有关犯罪形势的统计资料；

" Q 公布在犯罪控制领域开展的科研工作的成果；

" m 出版有关国家和国际两级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材料；

" 4 . 还建议世界预防犯罪和搜助受害者基金会董事会应由犯罪⑩防和控制委员 

会任命，并应包括各区域和区域间犯罪预防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负责人。 "V
24. 后来 S. A Rozes (法@  )、 Montero Castro (哥斯达黎加）、 V. 

Ramintra(马达加斯加）和 J. Polmeni(意大利）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25. 在同次会议上， V. P. I g n a t o v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A. A,

A< Sliiddo ( 苏丹）、 R. lu G a i n e r ( 美利坚合众国）、 S, A. Roz es ( 法国）、 

F. Murad ( 沙特阿拉估）和 M. A« Sanchez Mendez ( 哥伦比亚 ) 作了发言.

2 6 .在2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V. Ignatov代表D. Cotic( 南斯拉 

夫 ）、 D. Faulkner(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R. !<. Gainer(美利盤 

合众国）、 A* Montero Castro (哥斯达黎加）、J . Polimeni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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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Ramanlljra (马达加斯加）、 S. A» Ro z e s (法 国 ）、 A. A. A. Slilddo (苏 

丹 ）、 M«sliil£ita(日本）和 Tamini (阿 根 廷 ）提出了一项题为 "世界 

控制犯罪和援助受善者基金会"的订正决议草案（E/AC. 57/1990/1- 8/Rev. 
1 ) 0

2 7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订正决议草案（參看第"-章 D 节委员会第 

1 1 / 1 号决议）》

联合厘刑事司法调査

2 8 . 在 2 月 1 2 日第1 0 次会议上， D. Faulkner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提出了一项题为" 联合国刑事司法统计资料调查"的决议草案（E/AC. 
57/1990/1*. 10)。后来民 Gainer(美利坚合众国 ) , J. A. Montero 
Castro(哥‘斯达黎加）、 S'. Murad ( 沙特阿拉伯）、 S, Pandi ( 中非共和国） 

S. A. Rozes (法圓) 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29. A. A. A. sîiidao(苏 丹 ）和 ;F. Murad(沙特阿拉伯）作了发言。

3 0 .在同一次会议上， R. I- Gainer( 美利坚合众国）对决议草案作出口头 

订正，即在原来序言部分第二段和第三段之间加进以下一新段：

" 还认识到会员国和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关于犯罪和司法事项电脑化的工作 

将可增进会员国响应这种调查的潜力，，。

31.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并建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予以通过（參看嚴一章A节第》-项决议草案）。

犯罪激防和刑事司法领城的技术合作

3 2 .在 2月 1 2 日第1 0 次会议上， B. Pandi (中非共和国）代 表 S Hour 
(阿尔及利亚）和 V. Ramanitra (马达加斯加 )提出了一项题为 "犯罪颈防和 

刑事司法领城的技术合作"的决议草案( E/AC. 57/1990/Iu 11) , 其 容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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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认为《联合国宪章》中宣布的目标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 不分种族、性别、 

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算重，

"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及与之相关的各项国际公约， 方面还忆及联合国 

大会在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第3453 (XXX》号决议中通过的《保人人不受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 深信在发展框架内, 犯罪预防和则寧司法应以下述各项文书所宣布的原则作 

为其指导原则：《加拉加斯宣言》、 《米兰行动计划》、 《从发展和新的国际经济 

积 f 的角度来看犯罪预防和刑寧"司法的指身原则》以及由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 

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其他有关文书，特别是囚犯待遇最低限度规则，

" 又深信, 由于在所有领域中作出的共同努力，应鼓励实际的运用这些原则， 

并充分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每个会员国的主权，

为此目的作出的一致于预，即使涉及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范围内 

ÉÏ事务，也不能视为构成干涉该国的内政，

" 忆及囚犯待遇一般被视为会员国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进一步认为某些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在自由缔结的双 

边公约或多边公约围内，在各小方面援助这些国家，

" 1 . 建议 :

«(a) 国际社会通过敦这或多边的公约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在各个领械提 

供必要的援助，尤其是那握有助于建立犯罪预防和管理刑事司法所需的基础设施的 

领域；

" ( b ) 被自由地吞受的和体现出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的这种行劲，应被视作构 

成对该原则的支持，而不构成于涉内政或侵犯其主权；

" 2 . 遵各会员国通过扩大犯罪预防和控制领域的活动，加强其这一领域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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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 胃联合国秘书长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姿员会第十二届会议通报各会员国力 

实现本决议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 4 . 因此建议国际社会提供补充性的财政和技术後助, 以便帮助各会贡国努 

力查明，分析，注视和评价犯罪趋势，制定同本国的发展计划，重点和目标相一致 

的和有效的犯罪预防和控制战略，并实施有关剂事司法政策以便确保遵守联合国在 

这一领域制定的原则和规范I

" 5 .  â 各会员国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时将制定 

犯罪预防和剂事司法政策包括在内，以便减少犯罪行为和少年犯罪带来的人员> 社 

会和经济损失，并为刑事司法系统的活动拔给足够的资金，同时还应适当重祝研究 

和培训。 '

33. W. Cheng ( 中国）、 A, A. A Shiddo  ( 苏丹）和委 g 会主席作了发宫

3 4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委员会牧到了 S. Hour ( 阿尔及利亚）、 

B. Paudi  ( 中非共和国 ) 和 V. R a m a n it r a (马达加斯加）提交的一份订正决议 

草 案 （E/AC. 57/1990/1- 1 1/Rev. 1).

3 5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宣读了对订正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期间 

议定的以下修订：

( a ) 在序言部分第五段，将 " 区城间 " 加进 " 区坡… …作用 " 之间；

( b ) 在挑行部分第3 段，将 " 至少六年 " 加进 " 保证 " 与 " 不断地，，之间。

3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经进一步口头修订的订正决议草案，并建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予以通过（参看第一章A 节，第二项决议草案) 。

提名联合国区城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成员

3 7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委员会报据主席建议注意到了秘书长关于 

提名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的说明（E/AC. 57/199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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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决定推选下列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可： Tolani Asuni 
( 尼曰利亚）、 Pierre— Henri Soiled 瑞士 >、 Dusan C o t i c (南斯拉 

夫 》、 Regis de Gouttes ( 法 国）、 Mours taf a :：E1. Augi ( 黎巴嫩）、 

Jose A. Alues ds Cruz ( 巴西）和 sliuril Swarup Varma ( 印度）(参 

看第一章C节委员会第1 1 / 1 0 1 号决定），

较书长关于联合国在犯罪i l 防和控制方面的活动报告

3 8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委员会经主席建议注意到了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在犯罪预防和控制方面的活动报告（E/AC. 57/1990/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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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七届联合@ 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各 

项结论％建议的执行情况

1 . 委员会1 9 9 0 年 2 月 6 ,  7 ,  1 2 *  1 6 B 举行的第3 ,  4 ,  5 ,  1 0

愈 1 1次会议审议了议卷项目4 ,  委 ®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J 秘书长关于《为罪行愈温用权力行为受替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 

掘 告 （E/ac. 57/1990/3)；

( W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犯罪预防细控制领坡政府任♦ 的国家通讯g 网的说明  

CBS/AC, 5 7 / 1 9 9 0 / 4 )；

(c)关 于 《为罪行愈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的从业人员指 

南 （e/AC. 57/1990/crp.  1);

( d J 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的一份声明及其所附创伤性应力研究学会课程，教育 

淑培训工係组临时报告（E/AC. 57/1990/»QO.  3 )  i

( e J 联合国預防犯罪★ 刑事司法标准衡规范执行情况会前工係组的报告（E/ac. 

57/1990/WQ. 2 ) .

2 .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处长☆ 第八届联合E!频防犯罪愈罪待遇大会执行 

秘书在介紹该议程项目时指出，第七届大会各项结论如建议的执行情况包括在国宏 

一级采取的行动以及秘书处与联合国各研究所杀"其他有关实体合作在国际级的执 

行情况， 如请委ë 会审议的说明所述，政府任命的国家通讯§ 在这方面可以发挥 

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参与执行联合国颈防犯罪领域的工作方案和促近光J事政

资间题上的合作，包括执行现有的各项标准命规范•
3 . 最近各国就新的立法和采取的其他措施发表公告时多次提及《为罪行和温

用权力行力受專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联 大 1 9 8 5 年 1 1 月 2 9 日第 

4 0 / 3  4 号决议），这从一小方面证明了联合国的各项准则所产生的巨大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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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言 》是 改 善 受 害 者 处 境 的 一 ♦ 里 程 碑 ， 然 而 ， 尚 有 许 多 事  

情 要 微 ， 特 别 在 为 滥 用 权 力 行 为 I的 受 ，者提供追索权与补偿以及抑制严 

重受害现象方面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需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步驟，因为国际社会在 

这方面负有共同责任，必须有效地予以履行。 第八届大会各次算备会议的各项建 

议，特别是西亚区^ 备会议的决议草案以及秘书长报告 ( 2Î/AC. 57/1990/ 3 )  

中载列的各项提议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一♦ 基础 •

4 . 姿员会和其他机构均强调有必要加强执行过程，而召开会前工作组会议正 

是在这方面采取的一小措施。’ 诚如其报告所强调的那样，技术援助和合作是帮助 

各国政府将联合®各项准则和规范转化力有形的现实的一小重要手段》虽然请求提 

供区域间顾问服务的需要持续不断，各研究所也在努力援助各自所在的区域，但现 

有的手段还远远不足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按照联合国的各项准则改变立法条款 

和惯例不一定涉及大量经费，而往往是一种态度的改变，因此委员会许多成员积极 

主动通过传播联合国的各项标准来推劫这种改变是应当得到赞许的。 开1事司法的 

人性化是一小共同目标，广泛地执行联合国的各项规范能够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0

5 . 联合国防止妓视及保伊少数小组委员会拘押工作组组长向委员会介绍了该 

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强调了人权机构同打击犯罪机构保持尽可能密切的合作的重要 

性0 小想委员会处理一系列问题，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是与保伊被拘押者权利有关 

的那些问题， 小组委员会对制订刑事司法领域的圓际标准也极感兴趣， 该工作组 

特别注意制订关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国际标准以及保伊婴儿衡青少年，

6 . 委员会许多成员和观察员都承认国家通讯员的重要作用和秘书处为#"大国 

家通讯员网所作的努力。 据指出，在向各国政府发出的各种调查表请它们提供关 

于联合国各项文书执行情况的资料或者在调查犯罪趋势方面也可以利用国家通讯员 

网。 可以请各国政府协调各有关单位的分工，监1F拟由它们编写的答复• 确保答 

复的完整性和及性。 为了履行这些任务以及分紀给他们的其他任务，齋要国家 

通讯员完全自愿地花费大* 时间和精力。 尽管其中许多人显示出他们承诺和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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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联合国，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正式的地位，或者不得不从各小不同的政府单位寻 

找零星资料，使得他们极难履行自己的任务。 不过，据指出，在只任命一名国家 

通讯员的情况下，耍求箱行的职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会超出他或她的专门知识或能 

力。 这类困难会引起兴趣的丧失和气後。

7 . 框指出，也许应当使各国政府更加明确国家通讯员的作用及其任命^求，

应有非常具体的准则。 还有乂建议秘书处应评价国家通讯员的工作，联:定他们是 

否关心联合国的方案和他们是否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 据建议，为了俊'国家通讯 

员网更加有效，各国政府应明确频定既定的法律基础，确定国家通讯员的作用和职 

能。 还有人建议，秘书处应考虑采取某种方式将任命国家通讯员的请求直接发给 

有关的政府机构或郁，以免辣误任命；秘书处同Bt应考虑采取某种方式充分提前让 

国家if!讯员了解任何调查，并向他们提供这类调査文件的筒要内容和介绍它们的目 

的与目标。 这样® 家通讯员就能够通知有关的政府机构或单位，请它们开始准备 

必^ 的答复材料。 这种方法也许能提高调查表的答复率。

8 . 许多与会者强调应促请各国政府更新国家通讯员名单和定期官查任命情况， 

以便确保正常的反馈。 在这方面，他们还强调，尽管预算有可能掠据，但 各 ®政 

府应作出一切努力让国家通讯员参加本国出席第八届大会的代最团。 据认为，在 

IvVVJ大会期间召开一次各国国家通讯员大会使他们有机会相互交流意见与经验和 

进一步加强国家通讯员网，这极其重 I 。 如果各国政府不将国家通讯员列入其代 

表团 . 旅赛负担将使他们不能参加第八届大会，而由于他们是作为自愿人员不计掠

酬提供服务，他们无法支付这笔赛用。

9 .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已请开发计划署驻各国办事处给予协助。 由于这

些办事处既与联合国也与有关政府部门有直接联系，它们不仅可在国家通讯员相秘 

书处之间提供联络服务，而旦还可提供后务的通讯网络，帮助他们克服邮政上的困

难，从而增大了使发ffi的资料和其他材料及时送达目的地的机会。

1 0 . 最后，有人建议，编印和分发一份国家通讯员及其地址的名单，并建议各

国国家通讯员之间定期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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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委 S 会成员欢迎秘书长关于《为罪行A 爐用权力行力受，者取得公理的基 

本原则宣言》的报告（Ï3/AC. 5 7 / 1 99 0 /3 ), 该报告对最近的情况提出了有用的 

慨括，还提出了应采取进一# 行动的一些领械， 大家还对《实除工作者指南》

( B/AC. 57yi990/CRP. 1 ) 表示赞同，该指南的编写得到了赫尔辛基犯罪頸防 

愈控制研究所的协助，并在英国内务部丈持下召开了一♦专寂组会议审查该指南草 

案， 与会者还认为，由创伤性精神紧张研究学会编制的并由世界精神保健联合会 

提交委@会的学科间培训课程（E/AC. 57/1990/NGO/3) 将大有助于提高该领

械仍然有限的专门知识，

1 2 . 在辩论过程中，许多与会者强调应确保继续进行受害者权利和支持工作，

使 《宣言》得到充分执行。 近来出现的有些情况是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在改善受 

害者的地位方面，过去受，者往往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忽祝，情况的改善表现为例如 

在不影响犯罪者权利的情况下，保护证人不受恐吓。 在有些国家， 已作出特别安 

排来救助受害者，例如在性交犯罪案中确保他们的隐私权，并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精 

神失常的人免赞提供治疗。 目前，对受害者的教助还在进一步增加。 出现了一 

些新的合作安徘，例如建立了-•小欧洲受害者服务论坛，它促进了经验的交流，发 

展了新的服务，以及援助犯罪受害者的其他手段。 如果没有适当的技术拔助，这 

些做法不可能在其他区域进一# 扩大实行。 还需要一些受害者援助方案的作用以 

及各种处理方法的有效性。 工作人员的培训是个关键因聚，但同时还得建立适当 

的设旅和程序，使受到培1̂>1的人员能正确运用所学到的新技能《 必须作出改变要

求的规定，特别是对培训者的培训，它要求连续性的，往往是在职的教有《 还应 

使传播媒介和公众了解情况，进行适当的教育方案。

13. 一位与会者强调说，必需让人民群众知道犯罪问题严重程度的确切情况， 

特别是街头犯罪，如系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使人们产生不合乎实际的恐惧感，这本 

身就是一种受專形式。 但是，毫无疑问， 般公众广泛有着-，种不安全感，而这 

是有它的根据的。 受害情况的调查可以进一步査明形势，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使各国政府得以把主要力* 放在内郁而不是外部的安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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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些与会者着重指出了常规犯罪的受專者和其他受害者的区别，但也指出， 

在取得公理- 赔偿、援助和预防的基本原则方面，对所有受，者的处理都是一样的， 

当然援助的来源和方式也许有所不同， 《实际工作者指南》塞案使用了统一的方法， 

同时也阐明了特别的需要。

15. 一些与会者提到了本国为改善受專者的处境而采取的步骤。 他们还指出， 

在有些国家，有着大量的滥用权力的受，者，他们的处境不可忽视》尽管有一些4良 

棘手的问题。 因此，应当设想出一些适宜的国际手段向他们提供授助并防止进一 

步受專的发生， 在有些国家国内渠道不充分的情况下尤应这样做。 区域机构在某 

些方面，实证明是有效的（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它提供了对拘留条件的控诉渠道 , 

可息虽然还有其他的重要先例（例如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它们仍 

未得到广泛利用，而且在其他地区，例如非洲和亚洲，还有待于推劲建立。 尽管 

如此，必须正确执行判决才能促进责任感。

1 6 . 几位与会者提请注意到由于对生态环境的犯罪和工业犯罪和事故而使大批 

的人有时使整个国家受害的情况，此种犯罪伤，或危及生命，破坏环境，影响到P  

民经济。 一些发展中® 家正在被用来作为有# 废料的维积场， 这是不能接受的。

应考虎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或区城性法院特别处理此种犯罪。 在这一领姨，以 

及其他领域， 必须赶在受到損害之前衷:采取预防措放。

1 7 . 大家认为，对犯罪行为和沿用权力行为的受，者给予补偿不仅仅是物质上 

的安慰， 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有对犯 

罪受害者给予补偿的规定，尽管具体做法不尽相同。 《欧洲补偿暴力犯罪受善者 

公约》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准则，其中包括跨管耗-范围的补偿。另外还有一些欧洲 

公约已经生效，其中一个公约处理民事和商业事项， 它栽定在提供赔偿的情况下，

必须抽行外国的判决。 在国外受害者例如出国旅游者，伸们满取赔偿的权利，通 

过国家之间在此种事项中的合作， 得到了推进。

1 8 . 在赔偿受害者方面，既涉及经济问题，也涉及技术问働。 发展中国家由 

于财政资源严重不足， 它们认为没有务件向党害者提供赔偿，而只能责成犯罪者给 

予赔偿，而且这一•点往往是不可行的。 但是，人们承认，鉴于有此，¥ , 鉴于所 

受的痛苦，必须采取一些步骤，以便雄伊公理。 还有一些技术问颗需娶考虑，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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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取得賠偿的渠道，包括刑事和民事渠道。 后者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诉讼过程， 

但也不一定傲得很公道0 一些国家对这一问题通过了新的法律,使公民有权对其

认为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出控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谋求执行《基本原则宣言》。 

友展中国家需娶得到技术接助以便建立充分的赔偿制度，而发达国策可在这方面给 

予大力协助。 罪行和港用权力行为还需得得到如何索取赔偿的信患， 因力他们之 

中许多并不知道向哪个郁门去提出要求。

1 9 . 当刑事司法制度不顾基本人权或过份地镇压时，还应该考虑到刑事司法 

制 度 的 受 害 者 。 在 那 ♦ 方 面 ， 一 些 与 会 者 对 有 些 国 家 准 备 I实行 

死刑特别是对青少年用死则表示遗憾。 虽然各国对遮用权力的受害者设商赔偿的 

条 歉 , 例 如 非 法 拘 留 ， 许 多 受 寧 者 没 有 得 到 赔 偿 。另外,赔偿的概念 

应该扩大到难民，流离失所者或自然灾事的灾民，他们有着像酷则等这种罪行的受 

事者的同样需要。

2 0 . 需要采取国家的行动和国际的行动来纠正现行国际賠偿方式的不足，在那 

里国内资金并不存在或者资金不足。 尚有一些供特殊情况使用的联合国基金f 即 

酷刑受害者基金）, 但此慨念应扩大到其他类别的受善者。 在那小方面，设立拟 

议中的一笔联合国基金特别用来都助国际犯罪的受害者也许还能有助于为发展帮助 

受害者的本国机构和服务提供创始资本。 还重要的是确保与其他有关的倡议保持 

适当的协调，诸如预防歧视和保伊少数民族小组突员会关于对严重侵犯乂权的受害 

者给予赔偿方面的倡议。

2 1 . 为了缓和有组织的犯罪和其他滥用权力等受善者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能 

够影响受事者小乂而且能影响整个社会，没牧罪犯的资产是必要■的。 然而，没收 

从非法厥运麻醉品得益中所获的资金应在有关国家之间分振》 另外- 赔偿受到银 

行保密法的牵制，该法必须加以修订。

22. 也必须考虑处理反对本国人民而犯罪的国家元首。 还进一步需要找出赔 

偿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的方法。

23.与会者极力主张，应该更加广泛地促进一些国家所便用的调停和调解程序， 

并主张联合国应该整理、 印制和传播它们，力这个颠目编写一份目录和准则及促进 

有关的培训C 不仅能够在受專者个人与罪犯之间，卓有成效地运用消除冲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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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且可以用此方法来减少社会紧张杖况，这种社会紧张状况可能会升级到暴乱 

的程度和可能造成无数的受害者伤亡。

2 4 . 本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同意，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减少和预防严重的受害情

况，并同意在大* 滥用权力方面必须系取紧急步骤来减少人的伤亡数字。 各国政

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能够为此目的而共同努力。 与会者认为，秘书长报 

告 （E/AC. 57/1990/3 )中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在其结束部分中提到的建议，概

述了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式，为如何进行工作提供了一♦ 可行的基础，其中包括了供

第八届大会通过的小决议的几 ♦ 组成部分* 通过从受害者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不

是责怪，能够避免许多争议衡利于产生出富于成效的办法， 现在是国际社会明确

地表明与那些可能没有其他支持手段的人们团结的时候了，第八届大会应该采取适

当的行劲。 即将在大会期间召开关于受兽者问题的附属的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也应

在保伊受害者取得进一步进展方面作出贡献， 或许应该吸收现有的区域公约而制

定关于受害者的权利和赔偿的公约，并包括关于在那4^领城中的国蹄合伯的条款，

2 5 . 会前工作组主席对小组的掘告 ( E/AC. 57/1990/WQ. 2 ) 传了介紹,， 

报告中截有一♦ 已获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 他提到，由于时间有限，工作组并没 

有想对根据其提案提出的实施方案的详细管理，时间表杀I费用提出具体的建议，或 

寻找能够筹措的额外资金的来源假如现有的资金来源不够的话， 然而，工作姐已 

向本委@会提出一小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小办法在后一阶段能够立即变成一小详细 

的方案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

26 .会前工作姐在其报告中结论受到了本委员会的欢迎。 本委员会的一些 

委员对目前的决议革案表示全力支持。 另外一些委员总的来说表示支持，但提出 

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2 7 . 提出的建议得到了赞扬，特别是因为这些建议强调了应采取有计划的和可 

行的实族方法。 与 会 者 指 出 ， 本 委 S 么 不 能 继 錄 详 细 制 订 崇 ’高的规 

范而又不加以实施。 在国家一级，法律得不到执行会导致在道义上丧失权威和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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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任。 如果在国际上发生这种情况，则联合国将失去道义上的权威，人们将会 

把她看成仅仅是一个造纸工厂。

2 8 . 与会者还指出，许多国家当前的立法是以联合国的规范为基础的。 人们 

希望这种立法不会因为缺少执行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仅仅保留为一种良好的意向。

但是，执行联合国的规范也意味着各国政府接受这些规范。 或许各国政府应该签 

订一项国际公约以便各国能够作出严肃的承诺来应用现有的规范，从而以这种形武 

巩固这些规范。

2 9 . 对所有那些经历了走向民主社会的急剧变革的国家来说，有必要获得支持 

和捷助才能在人权和犯罪控制之间实现平街。 有效地实族联合国的规范会有助于 

确保这种束难的平街。

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监狱教育

30. 2 月 1 2 日第1 0 次会议上 , D, C o t i c ( 南斯拉夫》代 表 Cheng(中

国 ) , R. S. C i a r k f  新西兰 ) , R, de  l a  Cruz  OchoaC  古巴 ) 、 D. F a u l l c n e r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V. P. I g n a t o v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衡国联盟 ) ,

S. A. RoZes ( 法 国 ）愈 A» A« S h i d d o f瑞 典 ）介绍了题为 " 监狱教育"的决 

议草案 ( E/AC. 57/1990/L. 5 ) . 其全文如下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肯定《世界人权宣言》第 2 6 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

1 4、及 1 5 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 忆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 7 7 条特别强调，应作出安排便所有 

能够从中获益的囚犯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对文盲和青年囚犯的教有是强制性的，只 

要可行，应使囚犯教有与本国的教育制度体化，

" 还忆及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 22 ,  1.条规则着重指出，应利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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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在职培训、进修课程和其他适当的教有方法来建立和保持处理少年犯案件的 

管教人员的专业才能和第2 6 条规则强调对所有在押少年犯进行教有和职业培幼I的 

作用，

" 铭记联合国长期关注剂事司法的人道化、保护人权和教有在培养小人和社会 

方面的重要性，

"还铭记人类尊严是每小人固有的和不可後犯的品质,并是族行教育的一小先 

决条件， 旨在培养人的完整的个性，

"进一步考虑到1 9 9 0 年既是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举行会 

议的一年，又是国际扫盲年，扫盲年的目标同囚犯的个人需要直接相关 I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在第备第八届大会过程中为提高对监狱教育间题的认 

识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 1 . 建议各会员国、有关机构、教育咨询服务部门和其他的组织应促进监献 

教育，特别是采用下列方式：

" ( a ) 向刑事机构提供教员及有关服务，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教盲水平, 

" ( b ) 制定专ik人员挑选程序，培训工作人员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设备, 

« ( c ) 妓励力监内、监外的罪犯制定和扩大教育计划 I 

" ( Û ) 开展适合囚犯的需要和能力并与社会的需求相一致的教育》

" 2 . 还建议各会员国 ,

« ( a ) 提供各种有助于犯罪顶防和囚犯重新参与社会的教育，如扫盲教盲 , 

职业培训、力更新知识而进行的持续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其他促进囚犯个人发 

展的方案》

" ( b ) 考虑更多地使用监外教养方法和在社会上重新安置犯人的措施，以 

便促进他们的教育和重新参与社会,

" 3 . 再建议各会员国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应考虑下列原则 :
" ( a ) 监狱教育应旨在发展完整的人格，并考虑囚犯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紫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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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所有囚犯都应有机会获得教盲，包括扫言方案，基础教育、职业培 

训，创造性活动和文娱活动，体盲教盲和运动、社会教盲、高等极育和图书馆 

设施，

" (C 0 应尽一切努力嚴厳囚犯积极参加各种教育活动,

" ( d ) 所有从事监欲管理的人员均应尽可能促进和支持教育活动》

" ( e l 教育的地位应不低监被体系本身的工作，不应使囚犯由于参加教育 

方案而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遭受损失J

" ( f } 职业教盲应旨在实现更大程度的小人发展，并随时适应劳力市场的

趋

" t ë l创造性活动和文侯活动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活动具有特殊 

的潜力来促进囚犯的自我发展和表现I

"叫在 可 能的情况下，应允许囚犯参加监狱外面的教育活动》

" ( i . ) 如必须在监狱内进行教盲，监狱外的公众应尽可能参与此种教育； 

" Ü ) 应提供必要的资金，设备和颇资，使犯乂们受到适当的教育；

" 4 . 促请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及其国际教盲局在各区械委员会，区 

域间和区域犯罪预防和刑Ç.司法研究所，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实体，

其他有关EHI政府间纪织和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享有f办商地位的非政府绍织EH合作下， 

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 5 .  秘书长根据预算外资源的可得性：

" ( a ) 制定一奢监狱教盲的准则和手册，为进一步发展监狱教盲打下必要 

的 并 有 助 于 各 会 员 国 交 流 监 禁 制 度 的 这 一 方 面 EHI专门知识和经验；

" ( b ) 就监狱教育这一主题召开一次国际专家会议，以便在区域间和区坡 

犯罪预防和刑，司法研究所，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间组织和对经 

济与社会理联会享有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EH合作下，拟定这一领坡着眼于行 

动EHJ战略；

" 6 . 又请秘书长将其在这一领城进行工作结果 •§•知犯罪f l防和控制姿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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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千二届会议；

" 7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相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

二届会议审议监激教育的间题。 "

31* E.J. H. Freocken (比利时），M. Shlkita ( 日本》， Murad ( 沙特阿

拉 伯 》 , S. Noar ( 阿尔及利亚 》 ， A. L, Taaini ̂ 阿报廷 ） ， la Crus Oeho« 
( 古 巴 》， M. A. Sanche* Mendes ( 寄伦比亚》 ， F， De Sllva ( 斯里兰卡》 ，
J. A. Montero Castro ( 齋斯达黎加） 和 S. A. Rosis ( 法 国 ）发了言，

32， 2 月 1 6 曰第1 1次会议上， D. Cotlc ( 南斯拉夫）代 表 W, Cheng 
( 中 国）， S. Clark ( 新 西兰》，R. da la Crus Ochoa ( 古 巴 ） ，D. F«ulkn«r 
r 大不列翔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V. ?• Ignator ( 苏雄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B. Miguel ( 较利维亚） ，S. A. Rozèa ( 法 国 》和A. A. A. Shlddo ( 墙 典 》介绍

了一个订正决议草案 <E/AC.57/1990/L,5/Rev.l).

3 3 •秘书长就该决议革案所涉方案預算问题提出的说明载于E/AC.57/1990/L.24
号文件，

3 4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该订正决议草案，并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予 

以通过（见决议草案三，A 节，第 一 章 ），

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执行情况

35- 2 月 1 2 0 第 1 0 次会议上， M. Shlkita ( 日本）以联合国犯罪预防 

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找行情况会前工作组主席的身份介绍了题为"联合国犯罪東 

防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执行情况 "的决议革案Oî/AC.57/1990/L,7〉， 其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铭记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米兰行动计划》和 《根 

推发展和新的S 际经济秩序进行预防犯罪和则事司法的推导揮则》 ，

" 并铭记《为罪行加進用权力行为受 » 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尿则：1 言 》(联大 

1 9 8 5 年 1 1月 2 9 曰第4 0 / 3  4 号块议，附件）. 《 保 护 死 剂 犯 的 权  

利的保障播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4 年 5 月 2 5 日》 1 9 8 4 / 5  0 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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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附件〉、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大 1 9 7 9 年 1 2 月 17  B第 34/169 

号决议，咐件）>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尿则》 -、 《囚犯待遇最低瑕度标准 

规 则 》 ， 《联合E 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大 1 9 8 5 年 1 1 月 2 9 H  

0 / 3  3 考决议，附 件 《有效防止和调査法外、任$ 如即决处决的原则》（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 2 4 B 第 1 9 8  9 / 6 5 号决议，附件〉加 《关于 

鞍移外E 罪犯的模式协定》 ，

"还铭记《切实执行囚犯待遇最低吸度标准靓则的程序》(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4年 5 月 2 5 S 第 1 9 8 4 / 4  7 号夾议）、 《有效执行关于司法机关独立 

的基本原则的程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 2 4 日第1 9 8 9 / 6 0  

号决议，附件）如 《有效执行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的准则》（经济及社会理会 1989 

年 5 月 2 4 B第 1 9 8 9 / 6  1号决议，附件），

"承认联合国通过其五年一次的预防犯罪如罪犯待遇大会及犯罪预防如控制委 

员会在制订这些标准如程序方面起了并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

" 承认联合国以《世界人权宣言》 ( 联 大 1 9 4 8 年 1 2 月 1 0 日第2 1 7 A 

( 工工I ) 号决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 大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日第2200A(XXI )号决议，附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 

任择议定书（联 大 1 9 6 6年 1 2月 1 6 日第2200A(XXI )号决议，附件）与旨 

在废除死则的第二个任择议定书（联 大 1 9 8 9 年 1 2 月 1 5 日第4 4 /1 2 a t决议, 

附件）、 《儿童权利公约》（联大 1 9 8 9 年 1 1月 2 0 日第4 4 / 2 5号决议，附 

件 ）、 《保伊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联 大 1 9 8 8 年 1 2 月 

9 0 第 4 3 / 1 7 a f决议，附件）及其他有关文书为依据，通过其人权活助为这些努 

力做出了宝责贡献，

" 忆及联、大关于司法工作中的人权的1 9 8 5 年 1 2 月 1 3 0 第 4 0 /  1 4 6 

母决议， 1 y 8 6 年 1 2 月4 日第4 1 / 1  4 9 母狹议、 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第 

4 2 /  1 4 3 号决议#3 1 9 8 9 年 1 2 月 1 0 日第4 4 / 1  6 2 号决议，

" 并忆及经济及社会理♦ 会关于审査联合S 在预防犯罪如升1事司法方面的作用 

与工作万案的1 9 8 7 年 5 月 2 8 日第1 9 8  7 / 5  3 母决议匆1 9 8 9 年 5月24 

日第 1 9 8  9 / 6  8 号夾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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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会关于执行联合SI预防犯罪刑事司法标准规范的 

1 9 8 9 年 5 月2 4 B 第 1 9 8 9 / 6  3 号欲议，

^ 联合S  ◎也纳办事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则事司法 

处与人权中心采取步霖确保特别在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过程 

中加S 合作，

"特别赞场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⑩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与人权中心内 

的联络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便监1F各个方案中司法所涉人权问题并S7情就协 

调和其他有关问提供咨询，

" 深信有必g 特别如人权委员会关于司法工作中人权问题的1 9 8 9年 3 月 6 日 

第 1 9 8 9 / 2  4 号决议、关于审判人员、培审员和评审员的独立性及公正立场以 

及律师的独立性的1 9 8  9 年 3月 6 日第1 9 8 9 / 3  2 号决议和关于即决或任意 

处决的1 9 8 9 年3 月8 日第1 9 8 9 / 6  4 号决议，

" 1 , 吁请各会员国:
"(a) 根摆其宪法程序和国内愤例在国家一级通过和执行联合圓的各巧派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标准；

"0 » 确保至少用本国的主要语文或官方语文广泛宣传这些标准；

**(e)保证以最安当的方式使司法工作人员、行政和立法人员以及一般公众， 

了解这些振准的内容和重要性，并向他们提供这些标准； .
" ( d )拟订更好地遵守这些括准的方武方法，包括制订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 

执行程序、在大学和其他机构的课程中便用这些称准、經织研讨会和培训班及其 

他专业或非专业性的会议、社区的更加积极参与和传播媒♦ 的大力支持：

"(e)推动以该领域的新动态为重点，研究有效执行这些标准的措接；

" ( f )向联合il各区域和区域间预防犯罪和开j事司法培训或研究所以及联合国系 

统与执行这些标准有关的其他实体提供必要的支助：

"(g) 尽可能提高直接地或通过国际筹资机构对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的支助水 

平，以便促进根据请求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合作；

" 2 . 促请犯罪1!防和控制委员会趣续不断地审去这些掠准, 落实执行措旌， 

包括通过与有关国家政府的接敎等途径，就确定这些标准今后的适用范围和查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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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执行库碍或歉陷提出建议，以期提出适当的糾正播族；

" 3 . 授权本委员会主席指定本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要适当考虑各区域有适当 

>3代表，在两届会议的间隔时间里协助本委员会，与联合国各预防犯罪和开]事司法 

研究所和其他实体及有关组织密切合作，执行某些标准并把这些努力的结系告知本 

餐货会及其会前工作组而不对联合ü 带来经赞问题；

" 4 . 速各会员国拨给领算外资金使本委员会被指定的成员能利用伸们所拥有 

的最好的专业的和学术的信患来源，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协商，在需要时召开特别会 

议；

"5. ÿ 秘书长向被指定的本委员会成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便其园满地 

完成任务；

" 6 . 吁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其第十二届会议上就有效的抽行现有截范

'所需的进一步行动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具体建议，此种建议应以会前工作趙振

告中所提建议为基础并应特别考虑到以下一些问题：

«(a)增大对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方案的支助水平，使

其得到更加有效的执行的措施*包括在国家一级拟订和执行的特别项目和潜在霧资 

机构更加积极的参与Î
"(t.)联昏国 都 腿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贞会在促进执行现有各巧标准中的作用， 

包括加藍现有审查程序ÔÎ3万式和$ 员会成员与其他专家在闭会期同更加积极m 与；

**(0)

"(d)
要性Î 

«(e)
- ( f )

"(g)

委员会和联书处执行工作的有效性同工作* 之间的关系》

报告义务ir大给许多国家造成的日益加重的负担以及提供技太授助的必

报告不充分或过分拖延问II;
新的或其他资料来源问

由于工作人员不足和其他财政翁据因索，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4^务中心 

犯罪预防和剂事司法处没有能力向委员会提供其窘要的行政和技术支助，

« 7 . 授权犯罪防和按制委员会继续其每Æ 会议愈召开一次为期二天的会前 

工作經会议这-Ht例：

« 8, jgt秘书长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贾会及其会前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耍的援 

以便其圆满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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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秘书长通过新闻郁确保以尽可能多的语文尽量广泛传播联合国预防犯

暴和刑♦ 司法各觸标准以及关于其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 并向各国、各有关政府间

想织和非政府經织提供*
" 1 0 .强调联合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研究所和各区域委员会.区域间和区域犯罪 

预防和刑事司法顾问，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 

麻组织包括同促进执行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各项标准有关的专业协会，所起 

的重要作用，并请它们趣续和加强其对这一工作的积极参与。

" U . 重申制订多样化的筹资战略包括力特定项目寻求自愿捐敦和多双边液合 

摘款，以及加强联合国各开发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钱行等的参与的重 

要性I
" 12.请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将下列问题列入其审议项目：mua»

"(a)对执行现有各项标准跋予适当优先的手段》

"((b)合并各种报告安排的可能性；；）

"((e)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制订国际公约的可能I
3 6， A. L. Tamini ( 阿根廷）， Murad ( 沙特阿拉伯）和 M. Shlklta

(0本 ）发了言，委员会秘书就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发了言，

37， 2 月 1 6 曰第1 1次会议上，M, Shlklta ( 日本）以会前工作组主唐的 

身份介紹了订正决议草案（E/AC.57/1990/L.7/Rev. 1).
38 • 秘书长就该订正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间题提出的说明载于E/AC.57/1990/L.16 

号文件.
39.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该订正决议草案，并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会予 

以通过见决议草案四，A节，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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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和邀用权力行为的受事者 

40* 2月 1 2 日第1 0次会议上, R. S. Clark (新西兰代表)，D. Cotlc 
( 南斯拉夫> , X. P. F. De Silva (斯里兰卡）， D. Faulkner (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R. I. Gainer ( 美利坚合众国），V. P, Ignatov 
( 苏维埃社会王义共和国联盟），A, L. 0. Metzger (塞拉利昂），J. A. Montero 
Castro (哥斯达黎加），S, A. Rozès (法国）和A, A. A. Shiddo (苏丹）介 

绍了题为"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各项结论和建议的执行情况" 的 

决议草案《E/AC.57A990/L.9).其全文如下ï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铭记联合国大会1 9 8 5年 1 1月2 9 日第4 0 / 3  4号决议附件通过了由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核准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 

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忆及在这个决议中吁请各会员国和其他实体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执行该宣言的 

条敦以便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者伸张正义，使他们得到救助，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 5月2 4 日第1989/57号决议，在该 

决议中经社理事会建议在国家和国际级别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执行《宣言》中所载的 

条款，并与有关机构及组织合作，确保在对受事者补偿和服务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 

展，促进更好的了解他们的处境和提供适当的援助，

"注意到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各个筹备会议作出的决议和提 

出的建议，

"审议了《关于执行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香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的实际 

工作者指南》( E/AC. 57/1990/CRP. 1 ) ,
"认识到必须继续作出努力, 以便实施《宣言》，并使《宣言》适合各种不同 

的需要，特别是适合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特别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必须不局限于国内的措施,特别是当涉及跨越国界 

的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菩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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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遂意到秘书长关于《为罪行和渡用权力行为受事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 

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E/AC . 57/1990/3)和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犯罪预防和控 

制领域政府任命的国家通讯员网的说明（E/AC，57/1990/4 )  I

" 2 . 遗秘书长发起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便预防和滅少在国家补救措施不足的情 

况下出现的严重受害现象，办法是使联合国系统的各个部门系其他有关10织参与合作, 

并在所有有关的实体之间进行适当的责任分工和充分的协调，从而：

" ( a ) 监测形势》

"(b)适当时作出危机干预以制止进一步受， ,

" ( c ) 制定和实行一些解决冲突的办法和调解办法；

« ( d ) 促进为受專者伸张正义和获得补偿 ,

" ( e ) 帮助向受害者和（或 ）受，者家庭提供物质，医疗以及精神上的社会援 

助，

" 3 . 进联合国各区域间和区域研究所为发展和在国际上协调对受害者的服务 

而提供机制，并促进有关资料和意见的收集、整理和交流，以便改进处理受，者的 

标准，

" 4 .  § 秘书长继续注意关于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善者境况的政策和研究，

并注意使联大第40/34号决议和该《宣言》得到有效执行；

" 5 . 建议各会员国和联合国各区域间和区坡研究所采取必要的步骤, 向处理 

受專者的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就有关受害者的各种问题提供适当的培训》

" 6 . 透联合国各筹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支持为建立受專者服务设施而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合作的方案；

" 7 .  秘书长进一步设想一些国际手段，在国内渠道不充分的情况下使受香

者得到申诉和补偿的机会，并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姿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报告这方面的 

进展情况I

'‘ 8 . 速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建议广泛分发《实际工作者指 

南 》，关于《宣言》 说明和示范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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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F. Murad (沙特阿拉伯）、 R. de la Crus Ochoa (古 巴 ）、 A. L. Tamlnl 
( 阿根廷）名. A. R o < è .( 法 国 ）和R. L. Gainer ( 美利坚合众国）发了言•

4 2 .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R. S. C la rk (新西兰）代表 D. Cotlc 

( 南斯拉夫 ) 、 T, P. F. De Silva ( 斯里兰卡）、D, Faulkner、（大不列颤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R. I ,  Gainer ( 美利坚合众国）、 V. P. Ignatov ( 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菌联盟）、 A，L. 0. Metzger ( 塞拉利昂）、 J. A. Monteso Castro 

( 身斯达黎加）、 S. A. Rozêa ( 法 国 ）和 A. A. A. Shlddo ( 墙 典 ）介绍了题为 

" 罪行和邀用权利行为的受事者 " 的订正决议草案（EMC.57A990/L.9/Rev.2).

4 3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该订正决议草案，并建议经济及社会建♦会予 

以通过（见决议草案五， A 卞，第一章） .

联合国犯罪预防和控制领域政府任命的国家通讯员系统网

4 4 - 2 月 1 6 日第 1 1 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犯罪预防和 

控制领城政府任命的国家通讯员系统网的说明（E/AC，57/m 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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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继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颜防犯罪和 

罪犯待遇大会

1 . 本委员会在1 9 9 0 年 2 月 7 、8 、12和 1 6 曰举行的第5、7 、10、11

和 1 2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項目5 .  本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继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报告《E/ 

AC. 57/1990/5和 Add. 1 - 5 ) ；

( b ) 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文化遗产的罪行的示范条约草案（E/AC. 57/ 

1990/CRP. 3 )；

( e ) 预防犯罪战略手册草案（E/ac,57/1990/cRP.  4 ) ;

( d )反腐化工作的切实措施的手册草案（E/AC. 57/1990/CRP. 5)1

( e )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二类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学、刑罚 

和感化调查研究中心提出的说明（ÏÎ/AC. 57/1990/NGO. 1)1

i f )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二类非政府组织国际刑法协会、国 

际犯罪学会、国际社会防护学会和国际犯罪学高等研究所提出的说明（E/AQ. 67/ 

1990/NGO. 2 )；

IE) 为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而召开区城间筹备会议的报告 

(A/CONF. 144/IPM. 1 - 5 )；

( h ) 为第八届联合国顶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而召开区域等备会议的报告（A/ 

COUP. 144/RPM.  1 -5 ) .

2 . 在介紹议程项目时，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处总于事和第八届大会秘书长说明， 

作为第八届大会的筹备机构，本委员会面临着有关提交大会的一•切文书、范本和决

议方面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的十分重大的任务。 奪备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本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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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碰到的问题也十分滑楚地提出来了 • 五次区械筹番会议致支持本委员会和 

经社理事会所核准的区域间会议的提案。 现在，本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那些会议 

所审议的建议 . 决议和其他草案并对提交大会的修订提案作出决定。

3 . 本安员会出席五次区械筹备会议的代表汇报了关于这几次会议通过建议的 

情况， 这些会议还要求加强国际行动反对跨越国境的犯罪行为，特别是通过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的一个新公约来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

4 . 第八届大会东道国的代表告知本委员会说，他的政府已经任命组成一个高 

级委员会，以保证大会有最令人满意的条件和最有效的安徘，以及为了筹备和后续 

活动，

5 . 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为第/V届大会编制的件的质量证实了联合国秘书处 

在各国政府，联合国研究所、有关的政府间組织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所完成 

的艰巨任务。 条约范本. 协定，其他拟议中的文书，建议和决议草案如经第八届 

大会核准，将对早已有的规范和准则构成最重要的新增郁分。 这些新老规范和准 

则合在一起将形成加强国际合作对付跨越国界罪行力和提高国内犯罪控制的效果的 

一个坚实基础。

6 . 在那方面，与会者注意到，一个严重的陣碍在于现有文书的拔行後侵和不 

完善。 虽然可以汇报在那一方面也有了一些进展，但必须完成的寒还更多。 执 

行不力把最好的文书变成一张废纸C 重要的是要研究预防犯罪方面国际合作的状 

况和前棄。 把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考虑在内的一个综合办法已经取代了镇压的 

模型。 如果没有然合发展，让人民在所有方面都得到公理的话，犯罪问题将会复 

杂化。 在几十亿美元外便胆碍发展的国家里，长期的饥饿和失业促使犯罪增加。 

在有些区域，通货膨服每年高达100Q/10Q人均投资和薪水下降，儿童死亡率达到 

每 1 0 0 0人中 6 6人的数字， 1 9 9 0 年的前棄暗淡。

7 . 假如目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犯罪也将继续上升。 则事司法必须看 

作是一个内在的制度。 在信患技术的协助下必须系统地对当前司法管理进行一次 . 

估价。 应该病少刑3^制载，而在较力严重的案例中不排除判重刑的可能性《 J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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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过分拥挤可用替代监禁的其他方法的政策来充服。 十分清楚，这些问题得要相 

称的响应 , 并考虑到犯罪的世界范围和日趋严重的程度及其破坏性后果。

8 . 与会者对大会必须审议的大* 革案表示担心。 与会者提到，鉴于会期较 

短，材料的绝对数f ：和复杂性会使大会忙得透不过气来0 这么大的工作董能破坏 

会场轻松而友好的气教，而这种气義是客观的审议这些草案所需要的C 也许本委 

员会应该确定优先次序的标度，取消一■些不重要的提案。 然而，其他与会者认力 

作出这些决定为时已经太晚，因为在编写这些文书草案时人们已经尽了这么大的努 

力0
9 . 各国政府需要时问来研究这些提案以便为第八届大会作准备，而那个过程通 

常是很长的。只有各国政府对这些事项给予适当的重视，才能期望他们采取明智而消 

恩灵通的政策立场，从而有助于大会圆满成功。 在这方面，会上提到，大会提出 

的所有实质性行动建议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之后将向各国政府提供。

10. 第A 届大会的文件反映了迫切需要创新的办法。 那些办法不仅是对跨越 

国境的犯罪活劾而且是对诸如城市全部犯罪活动等传统形式的犯罪活动的日益复杂 

和严重的一小反应。 首先，明显的是预防犯罪问题不能用单方面的方式來成功地 

加以解决。 必须制定出一个综合的和多部门的办法，这种办法协调了从中央到邻 

居的行动，包括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努力在内。 第二，非借清楚光，镇压是不 

够的，并可能起反作用。 特别是由于資困，无知和缺乏机会而促成犯罪。 在发 

展中国家，有效的领防犯罪所需的资金往往不存在，外债带来的经济破坏使情况更 

加恶化C 在这方面，与会者非常强调扩大国际技术合作的紧迫需要。 在这个领 

域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大会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来提高联合国在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方面工作方案的效果。

1 1 . 除非是作为本国代表团的成贡，本委贯会的人没有机会出席第八届大会是 

最不幸的。 作为大会的第备机构，人们难以理解•，本委员会没有可能嚴代表正式 

出席第八届大会，至少主席团派代表正武出席大会。 显然，这样一种安排将有财 

政含义，当与大会的全部费用也括筹备工作的费用相比，这笔费用是很小的。无论 

如何，目前的情况既是似是而非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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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关于第八届大会临时议程项目3 (第一个题目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把破坏环境的 

犯罪行为包括在议程之内给第八届大会提供了一次机会，以便制定建议来保伊环境。 

国家一级和国P示一级迫切需要这种法律的保护。 对那些故意肆无忌傳地开采自然 

资源而不顾破坏生态体系的人应该认真地考虎采用制裁办法。 那样做是特别需要 

的，因为直到最近刑法还没有考虑到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问题0 国家在那小领域的 

立法是缺乏的，即使有的话，看来也是不够。 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污染已变成 

对人类的极端威胁，这种情况充分证明第八届大会完全有道理采取步驟来对这方面 

的各种不良行力定罪。

1 3 . 与会者发表意见说，必齋开始起草一个文书,旨在确定有事于自然和环境 

的国际活动的民事和剂事责任。 接着应该制定一个保护生物圏的公约，其中包括 

刑法的适当作用。

14. 在发展中国家倾倒有毒废料和放射性物质很快对他们的人民造成一个非常 

危险的局面。 那样，工业化国家使穷国作出牺牲，是不可容忍的，必须结束这种

不负责任的活动。 迫切需要研究这些国家的刑事责任问题，这是国际法从未勉及 

到的一小领域。 然而，应该承认，倾倒有害物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当局共谋而发 

生的，当局只看到这是一种收入的来源，往往是为了个人的收益，

1 5 . 与会者欢迎关于反腐化手册的第一稿，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C 然而，修订是必需的，因为目前的草案尚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偏见，这一 

# 实可以限制它的全球适用性0 因此，本委员会的反应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在 

本届会议上要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要求与会者把反映本国经验的意见交给联合国秘

书处，从而帮助修订的进行。

1 6 . 与会者欢迎防止侵犯各国文化遗产的罪行的示范条约草案，认为这是对

1 9 7 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采取措旅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 

有权非法转让公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该草案是在与教科文组织文化世袭财产 

司的密切合作下以及联合国区域间研究所和区域研究所及专家的协助下编写出来的。

1 7 . 示范务约草案与现有的双迫条约有相似之处。 其宗旨是很有根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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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一小民族的文化被盗用时，那么民族灵魂的一郁分也就失踪了。 虽然考古物 

品在国际艺术品市场获得的高价是对黑市文物倒卖者及其受替国的合伙者一种刺激， 

偷盗考古文物必须更有效地加以控制。 与会者建议,示范草案应把列在多这条约 

章案保ÿ «下的文物建立电子计算机化的登记的可能性写在寒案内，从而增加准备的 

效茶。 进而，所附决议可包括对秘书长的一小请求，以调查巧立一个国际资料库 

( 包括保伊文物的：È观突制品）的可能性。 这小资料库肯定可以大大地帮助制胜 

这种犯罪行为。

1 8 . 与会者还廷议，如系本泰员会由于时间所迫，不能审议示范条灼寒案的话， 

本祭员会可以批准该示范直案，有待于秘书处利用预算外资金召集一次专家起笨小 

组，由专家起草小组写出一个较好的文本提交给第A 届大会。

19 . 关于第A J 大会临时议程项目4 (第2个题目) ，本 » 会 认 为 押措施的最低 

服度标准规则草案( » 规则) ; l r ^ 重要的倡议。 一些国家在这小领域里有着大责具 

体的经验，而其他国家则没有。 这样就决定了各方有着不同的兴趣：那些有非扣 

押经验的人希望讨论具体细卞来保护小人的权利，而那些没有经验的人要讨论把这 

些措旋并入他们的法制。 大家认力有必Ç 来调整东京规则草案以反狹各方的兴趣 

并且还要作出诉讼程序上的安徘，这样才能在第八届大会上进行有效的讨论。

2 0 . 本委员会也特别注意刑寒司法制度的电子计算机化问颠。 预防犯罪工作 

的成功日益取决于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作为预防犯罪和剂事司法制度的一个不可 

分割的郁分。 犯罪问的复杂性需要使用尖端技术，电子信息处理也许是最好的 

例子。 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表明，除了可能通过全球犯罪和升1，司法信患网络•
欧洲姿员会和其他组织进行关于剂寒司法事务方面的政府间电子计其机化交流信患 

之外，应在国家一级和从特定的刑事司法机构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电子计算机化的问 

勘。

2 1 . 在这一方面.几位专家强调，在他们的国家里已经建立了刑Ÿ 司法管理方 

面的全国计算机系统，这些系统是根据使小别机拘如警察局和法庭的活动计算机化 

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为基础而发展形成的。 然而，这种方式的计算机化有着各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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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和法律上的含义。 例 如 ，人们发现刑事司法乂员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使用计  

算机，说明必须执行计算机扫盲计划以帮助克服这一胆力。

2 2 . 与会者认 为 ，计算机本身解决不了刑事司法管理问题。 作为实现某•-特 

定目的一种手段，应仅仅使用计算机设备来实施一项充分桥念北的战略。 在国家 

和国际两级都祭娶制定àt样一项战略。

2 3 . 就欧洲经济共同体而言，政 治 体 化 产 生 了 制 定 一 种 共 同 的 方 法 的 齋 要 ， 

而制定这种方法又需要发展共同的振念和传递系统。 欧洲进一步一体化也将导致 

出现新的犯罪形式，所以增强 了以最有效的方式分享信患的必 I 性。

2 4 . 几位与会者提到，虽然继续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开展实现计其机化的工作有 

着明显的益处， 但这项工作也应考虑可能出瑰的危险。 其中有些危险就是泄用计  

笑机硬件款件和只是郁分地属于开j事司法领域的方法。 总的来说，普遍缺乏适当  

的频定0

2 5 . 利用计算机犯罪被查明是一种重大的危险。 与会者坚决认为，第A 届大 

会在讨论刑事司法管理计算机化的问题时应认真考虎这小问题C 令人欣慰的是， 

第八届大会上的一次非政府组织辅助性会议将把利用计算机犯罪作为主挪。

2 6 . 与会者向委员会介招了正在为第八届大会上将盘行的关于升 ]事司法 i :理计 

算机化的示范研讨会进行的筹备工作情况。 该研讨会将强调两小 I 点：国家刑事 

司法计算机化综合报告的提呈方式和计算机敎件硬件的示范。

2 7 . 在结束刑襄司法管理计算机化问勘的一般性讨论Bt, 与会者向安员会提出 

了两项建议。 一位与会者揚请大家注 :f 在亚淵犯罪预防基金会的合作下，为霖每 

在◎ 一特餘领坡进行培训的发展中 0̂•，家制定和资助技术役助项目的可能性。 另一 

位与会者请员会注意 y'iî拿大政府为支持联合SI犯.罪预防和刑染司法方紫而f于1989 

年 i 1 月 2 7 B至 1 2 月 2 日在遥大华) 组织的特别专家绍会议通过的剂事司法贫 

理计算机化方案寒案。

2 8 . 委员会注意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方案密切合作下正在编写的关于 

监狱内免疫丧失综合症的稍告。 联合国秘书处在收集资料方面成功地争取到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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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犯罪预防和刑，司法遗讯员的帮助，与此同时，各国艾滋病防治机拘也作出了平 

行的努力。由于 这 项 报告才可能包括3 3 个国家的资料。 该掠告不仅研究了 

流行病学方面的问15 • 而且研究了道德旧题和赞理问题。

2 9 . 与会者对1 9 8 0 年 1 1月 6 日至1 2 日在意大利墨西拿和罗马组织召开 

的欧洲监欲管理当局负责人会议的结果表示欢迎，该会议由意大利司法部在国际社 

会学、刑荷和碌化调查研究中心和字利。杜南研究所合作下筹 办 . 在联合国主办 

下和在联合国下厲的赫尔辛基犯罪预防和控制研究所的支持下召开的这次会议述，

了 《罗马宣言》，该宣言戴于E /A C .57/1990/K G 0，1号文件附件中。

3 0 . 袋员会获悉， 《罗与宣言》可以提交第A Æ 大会以便采取可能的后续行动， 

该宣言条款的目的是加强欧在教养方面的合作。 在这一方面，波兰的观察员通 

知 本 会 ，他的医，家愿作联合国主办的下届欧洲监种贫3^负责人会1：« 的东道廣， 

但尚须进行进一步的嗟商。

3 1 . 委员会审议了第八届大会脑时议程项目5 《第 3 个议题），并关切地注意 

到跨越国界的犯罪的次数和严重性不断增加，这种趋势对大多数社会都构成了严重 

的戚胁，尽管这些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 政治体制或社会机构。 因而迫切窘要新 

的方式方法• 而且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大会能在这方面作出十分宝责的贡献。 关

于相互援助和弓I遂的示范务约草案是朝着正瑰的方向迈出的几

3 2 . 法律事务办公室的代表向本委员会介绍了最近有关国际恐怖主义问想的， 

态发展。 国际恐怖主义是一小十分复杂的政治问聽，m各种观点的差异巨大。 

人人都強烈i t 责 i ‘际恐怖主义，但有关定义却大相径庭。 与会者还提请注意恐怖 

分子和败毒者之间的联系，该观察员吁请在同这两类犯罪分子作斗争方面加强国际 

合作。

3 3 . 对15立国际刑事法庭问颠的讨论是在审议关于破坏人类和平和安全罪的法 

规章案时进行的。 由于迫切需要对全球性非法败运麻醉品的罪行问慰!采取一种国 

际性做法，这样一种法庭对那些过*地承担了起诉国际败毒者的任务的法律体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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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有帮助的。 i i际刑事法庭将成为迅速有力地处理国际犯罪问顕的专门机构。 

假如能够设立这样的法庭，法治将会得到加强。

3 4 . 关于弓I雅和相互援助，一些与会者认为• 由于近几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有必要重新审议引沒和相互援助勒以为基础的思想。 而对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窘&  

必须重新确定其基础概念。 在这方面 . 与会者强调，虽然以前90% 的引渡案例涉 

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是只融犯一个圓家的法律，但现在许多罪行是国性的，通常是 

有预谋的行为• 饒犯几个国家的法律。 所以 , 进行司法方面的合作和？I拨就成了 

开展国际合作打击犯罪活动的关键• 而拒绝合作的国家实际是给罪犯以庇护。 示 

范条约将加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活动C

35. 一些与会者表示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主张。 对某些 

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跨国性罪行如非法叛毒行为的起诉，迫切需要采取一种 

国际性做法。 而且》国际刑事法庭消除了强国为了使罪犯就范而试图在国外行使 

其司法权的危险。 这样一种国际法庭根本不会迭背主权原则，因为法庭行动所涉 

各国给予默许是必要条件。

3 6 . 鉴于这项工作必然面临的困难，另外一些与会者对这个主张表示怀疑《X愤  

工作的复杂性不应给予低估，对该倡议需要进行傳细和仔细的分析。 有许多问题 

尚待明确解答。 比如，实质性定义和将使用的程序都有待确定。 这一问题涉及 

极其敏感的不易处理的政淹问题0
3 7 . 然而 . 不久前被认为纯厲乌托邦或和不现实的另外一些倡议已经成为现实。 

斯特拉堡的欧洲法院就是这种事例之一，尽赞成立时遇到了各种政泊困难，但该法 

院当前的运作相当令人满意。 因过份悲观而止步不前，特别是当国际紧张局势出 

现了显著的缓和，从而促进仅仅几年前还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倡议得以实施的时候， 

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項目进行研究，深思和在政治上下决心。

3 8 . 关于非法贩秦，一些与会者认为，鉴 于 《 1 9 8 8 年联合®紫止非法瓶运 

麻鮮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得到批准的速度缓慢,委员会应利用当前的机会向各国政 

府发出呼吁，提请它们注意这一♦ 嗔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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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而且，许多与会者认力，發遍运用的銀行保密方法对进行有效的调査构成 

了重大的障碍，却给罪犯象匿其非法所得提供了保险柜。 因此，報行保密工作应 

夷活一些。 各国的立场必须保持一致，不能一会儿声称愿意进行合作，一会儿又 

维护其銀行严格保密的做法。

4 0 . 在许多情况下，关于珠钱的立法不足，需要相当程度的具体化。 许多®  

家各至根本不存在这类法律。 关于截获和没收的贩毒活动所得，与会者表示的观 

点是这类资金应由有关各圓分享。

4 1 . 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仅仅采取镇压的方法是不足的，还必领从其他的社 

会角度来考虑非法生产和滥用麻辞品现象。 显然，预防工作应包括一个很重要的 

教育成分，因为年轻人特别容易受滥用麻醉品的诱惑•
4 2 . 虽然作物替代作为预防战略的一、部分的效益已得到承认，但与会者指出， 

替代作物在国际市场上应有竞争力量。 仅仅为替代而替代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因 

为执行項将危害农民已经很差的经济状况的计划，几乎不会得到农民的合作。而 

且，为查禁麻醉品而提供的援助决不能局限于提供武器、军械、 飞机或其他军用材 

料華。

4 3 . 还迫切需要重新确定政泊嚴的旣念， 以便限制在引波事务方面应用政港性 

例外条款。 首先，永远不应承认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游罪，无论罪犯的劲机如何• 

此外，一些与会者认为，对无过失受寒者给予过多的强调是完全锡误的，因为这意 

味着对那些被指称并非无过失的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助是有一定理由的。 或许应该 

避免这样说，从而消除可能产生的错误解释。

44. 一些与会者认为值得更加重视的另外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是国家恐怖主义， 

其次是恐怖主义同非法叛毒之间的联系》 与会者承认了国家预防和社会防务中心 

组织的贝拉焦讨论会所作的科学贯献。

4 0，关于第/V届大会议程项目6 《第 4 项议题》，安员会指出了联合国少年司 

法方案的直要性《 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受，的，受虐待的，被贩卖的，被迫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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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行业，被I迫卖淫或流浪街头的儿童数* 不断增加，与会者表示了关注。 流浪 

街头的儿童是十分容易受害的一类儿童，应把他们纳入同少年司法有关的各种方案 

‘动。

4 6 . 与会者指出，由于年轻人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5 0 % 以上^对他们进行保 

护是绝对必要的。 许多国家成功地实施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北京规则》 》，并根掠该《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少年司法体系 

改革。

4 7 . 委员会指出，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的少年规则》盡案是朝着承认年轻 

人的基本人权的方向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当同最近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一起 

考虑时尤其是如此。 与会者指出， 《公 约 》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是陈述了总的 

原则，而 《规则》则更详细，因为其目的是指导和帮助各会员国努力改善被刺夺自 

由的年轻人的状况。

4 8 . 与会者对赞同两♦ 新的国际文书章案表示十分满意，这两小文书笨案是区 

域第备会议制定的《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的少年规则》和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 

准则》 （利雅得准则》。 与会者希望第大会将通过这两项草案，从而确立特 

别是同法律有冲突的年轻人有关的开明政策的新成分。 与会者认为，一但通过这 

些文书，就应尽可能积极鼓励和协助各会员国实施这些文书。

4 9 . 与会者对缺少处理国内暴力方面的行动表示有些失望0 虽然这小问嚴在 

第十届会i义h 受到一些重祝，但从那时起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因而委员会没有收到 

在这领域提出的任何建议。 不应忘记，这小问题仍然是第/V届大会临时议程的 

一小郁分，所以, 在这一方面的主劲行动将受到欢迎。

5 0 . 关于第八届大会临时议程项目7 ( 第 5个议题），与会者提请委员会注意 

死刑问题，这个议题曾列入上届会议的议程。 会上强调了这小问题对委员会今后 

的审议活动的持续重要意义，并提到必须有效地执行《保护面临死开1者的权利的保 

律措旅》，还对被法外、任意或即决处决的人数日益增如了表示了严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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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在这一方面，与会者忆及， 1 9 8  9 年 1 2 月 1 5 日的联合国大会第44/

1 2 8 号决议通过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国际公民和政 '治权利公约》的第二小任择议 

定 书 ， 加入该议定书的各方将承诺不再进行任何处决，并采取一切 iii要的措

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开淮一允许保留的是在战 ♦ 期间运用死刑制裁手段》 

该议定书将在至少有1 0 个会员国批准之后生效。 1 Q 9 0 年 2 月，该议定书已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供已经签署上述《公约》的各小会员国签署。

5 2 . 第二項任意议定书是由1980年向联大提出的一须建议发展而成的，如果 

获得通过后，则将成为全世界第一小反对死刑的文书。 与会者希望大多数国家会 

很快就加入这个议定书，从而死刑将从世界上大郁分地区消失，因为它侵犯了人的 

算严。

5 3 . 与会者指出，将在项目7 ( 第 5 个议题）下提出的重要的规范和示范条约 

，案制订得比较完善，只须很小的修改或修正。 可能《关于起诉者的作用的准则》 

厲 于 例 外 ，需要进行比较彻底的审议以便提给第八届大会。

5 4 . 制定司法和人权领域的规范并加以实旅的深远意义得到了强调，特别提及 

了《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武器的基本揮则》韋案和《关于律I师的作用的基本原 

则》章案。 关于后者，会上表达的观点是律师不应该是被告的代理人，而应该是 

升J♦ 司法的代理人。 一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仍在发展中或正在进行着重大的改造或 

改革，有时可以请到的律师数* 不足，无法确保小人充分参与诉讼程序。

5 5 . 最后，委员会了解了预防犯罪和刑，司法非政府组织联盟（维也納》的 活 ’ 

动，特别是在政治犯、绝食、囚犯的婚姻权和选举权等问题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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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城市内犯罪的预防

5 & 在 2 月 1 2 日第1 0 次会议上， S.八 RozeS ( 法国）代表 D. yaulfcner 
(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E/j\H,Frenekeu ( 比利时）和 V. Ramanitva 

{ 马达加斯加）介绍了题为 " 城市内犯罪的预防 " 的决议草案（ÎJ/AC. 57/1990/

A 4 y^ e v . 1) 。 决议草案案文如下：

" 第八届联合国激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忆及由第七届联合国激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一致通过的《来兰行动计划 » ,

" 忆及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欧洲和北美城市安全及犯罪预防会议的最后宣言，

" 又忆及由赫尔辛基研究所遵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9/69号决议编写 

的犯罪预防措施目泰，

‘‘ 注意到所有国家都遇到犯罪问题 , 特别是械市内犯罪，

" 深信如欲减少犯罪, 仅靠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作出反应是不够的，必须以 

一项积极的激防政策来补充这种反应，

" 认为任何预防政策必须在地方一级, 特别是在城市级别上予以执行，

‘‘ 强调頸防犯罪是所有人应予关注的事项, 特别是：

« ( a ) 各国政府应负责制定本国的预防方案；

" ( b ) 必须联合主管住房、社会服务、娱乐活动、学校、警察和司法系统的 

那些人一起进行预防，以便制止产生犯罪的条件；

" ( e ) 当选的各级官员必须运用其职务权利并承担起打击城市内犯罪的责任；

" ( d ) 必须联合社区的力量，确保更大的忍让，更大的社会正义和更大地尊 

重所有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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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强调各国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必须在其社会成员中促进更大的a 结互 

助，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支持当地发起的预防努力，

“认为对犯罪的恐惧是所有公民特别是妇女和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可是注意 

到 在 情 况 下 ，这种恐惧与真正的不安全程度是不成比例的。

“ 注意到导致犯罪的原因包括：

" ( a ) 贫 困 、失业、无法以合理费用得到象样的住房和教育系统不适当；

" 0 » 越来越多的公民没有社会融合前景，加上不平等现象的恶化使社会以 

两种速度前进；

" ( e ) 社会纽带和家庭组带的松僻，加上由于生活条件的关系如果父母养育 

不是完全缺乏的话，也常常变得更加困难；

" ( d ) 追使人们移居城市或移居别国的困难条件；

" ( e ) 原来的文化特性被毁灭；

“ ( f ) 城市环境的变化开辟了住宅区但没有任何街区管理设施从而促使犯罪;

" ( g )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难以在社会、家庭或学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 

及♦ 人难以融合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吸毒成瘾，这种现象特别由于上面所述的其他因素而遇速莫延；

" ( i ) 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增多，特别是毒品贩运和接收偷来的财物， 它需得 

到来自社区内部的协助才能成功，

" 认为这些间题是由于各个级别的责任（国际、国家^ 区城^ 地方和个人） 

并受到各种因素（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道德）的影响，

" 相信预防犯罪和减少不安全的有效政策只有通过在所有这些领域和在各个 

级别上采取认真而同步的行动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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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深信有必要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发展伙伴协作关系,以便使所有的主管人 

士 分 析 所遇到的困难 , 拟定一致的、有用的对策，

" 又深信必须使警察宫员、法宫、社会工作者、 医生、教师和各种有关的专 

业人员得到多学科的培训，

. 建议各会员圓在下列各方面采取必要的步驟：

(a) 丝

" H 通过制定：

" a . 针对年幼儿童的政策；

** t > .产前产后的照料和对妇婴的菅养补助；

" C . 向年幼儿童提供保育设施和教育的适当安徘；

" d . 援助单亲家庭的政策；

(b》 青 年  

" H

«

«
通过发展：

• 青年人的公民品德，使其积极参与本地生活，得到关于他们 

的权利和义务的正确教导，使青年人参与制定派防犯罪政策, 

特别是在保健、娱乐活动、培训和就业方面；

" a 通过提供

" a . 良好的教育和获得必要资格以进入工作世界或在专业上有所 

建树的机会；

" 0 通过鼓助

" a . 各企业向考不上学校或身体有缺陷的人提供合适的工作； 

通过作出：



E/1990/31 
E/ÀC.57/1990/8 Chinese 
Page 228

" a . 特别努力恢复两代人之间的联系；

"(c)家庭暴力

" H 通过教育方案、援助安排和使用暴力行为归入刑事案件，促使控 

制家庭暴力、性侵害和虐待行为的各项战略完全结合起来；

"(d) 住房和振市发展 

" H 确保：

住房机构为居住者提供范围广泛的有益服务使之生活满意， 

并让他们参与生境的普理；

" t ) 包括

" a . 安全因素于城市规划和改造方案之中；

"(e)预防吸毒成瘾

" H 结合执法措族和护理吸毒成瘾者的安徘，制订前后连贯的《防和 

教育战略以作为打击吸毒成瘾的手段Î
" a 在各级学校组旗关于吸毒问题的宣传活动；

"曰教导所有参有社会生活的人了解吸秦成瘾间题，特别是提高警揚 

的必要性；

"(f) 魅

确保警察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蕭防犯罪，而要执行这项任务，它必 

须采取有公民和社区组织参加的预防行动Î
« a 教嚴警察更密切地与公民协作，并如强它们与当地其他官员的合 

作，以便减少不安全感；

«fe) 受害者

" H 做到公民能受到警察和司法官员的妥善接待，让他们了解对他们 

提出的申诉所采取的后续行动，使他们能从具体的司法措施中得 

益并有权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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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设置每个受香者能筒便、迅速和免费使用的援助受香者机构î

" 白设立调解机制用以预防冲突、减少其參哺或防止其升级，同时确 

保不对受香者施加压力；

" 如 通过刑事司法预防重犯

" H 特别注意年轻罪犯及其在社会的重新安置，尤其要提供方便让他 

们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社会援助、培训、保健、就职服务和公 

共住房；

" a 通过制裁手段的多样化和尽管避免监禁来寻求有效的刑法对策；

" 曰 若 为 监 禁 ，则作出特别努力，避免过份孤立罪犯和割断其个人或 

文化联系，通过与当地伙俘的合作安排在监振中提供更多的保健、 

教育、文化、运动和娱乐设施，还要确保罪犯在重新安置和获释 

出欲时必须尽可能获得社会公众所得到的公共服务；

" (i )  j W

" H 让公民了，地方和国家一级的预防方案及其成果；

" 2 . 提请各会员国注意下列与国家一级较为有关的措施:

" (a) 通过定期和及时提供资金和允许不时进行调整的国家政策来鼓励城市 

作出努力；

" ( b ) 努力消除贫困和失业；

" ( C ) 在国家预防犯罪政策中纳入专门针对青少年儿童的方案；

" ( d ) 确保协调各公共机构以及公私菅部门企业之间的頸防努力；

" ( e ) 考虑到在执行打击犯罪活动方案中私人安全部门的增长；

" ( f ) 开发研究和传播其成果，建立关于有效控制犯罪的技术的数振库，向 

地方官员提供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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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会员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各区域和区域机构及非政府组纺的协助 

下，加强它们在颁防犯罪领坡的合作，特别要：

" ( a ) 加强国家间的技术和科学合作，以便

" H 制定它们共同的控制犯罪政策；

« a 拟订国际合作活动；

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 ( b ) 妓场执行预防方案的城市进行交流Î

" 4 .  i 秘书处增进其领导和协调作用，特别要：

" ( a ) 鼓厥和协调各区城和区域间研究所的工作，以期组织更多的会议的交 

换，加强研究和培训；

" ( b ) 研究评价旨在打击犯罪的公共政策的手段；

" ( e ) 发展国际数振库，使各国所有地方官员了解打击犯罪的试验方案Î

" 5 . 直联合国秘书处宣传本决议的目的，特别要使它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 

播，并向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报告各国执行本决议的情况， "

57. 其后 J .A .M o n te r。 Gas t ro  ( 長•斯达黎加）、 V . P •工gna t o v (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B .Pand i  ( 中非共和国）和M.A.SancheZ  Meit- 

dez ( 哥伦比亚 ) 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人

58. E. J .H . iT en ck en  ( 比利时 ）、 J . A . Monter©  C astro  (哥斯 

达黎加）、 V .P .  Ignatov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A .L .T a m in i

( 阿 根 廷 A .A .A .  Sliiddo( 苏丹）、 P.de la Cruz Ochoa ( 古 巴）、 

I*.Murad ( 沙特阿拉伯）和 B. Miguel ( 玻利维亚）发了言•

5 9 . 在 2 月 16 曰第 1 1 次射义上， S .A .R o z è s (  ) 代表  D. F au lkne r  

(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 J .H .：Frencl£en ( 比利时）、 V .P .  

I g n a t o v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J.  A .Monter 0 ( 奸斯这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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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 an d i  ( 中非共和国 ) 、 V.Rama ni t r o n ( 马这加斯加）和 M.A.Sànchez  

Méndez ( 哥伦比亚）介绍了一项订正决议革案（E/AC .57/1990/L,4/ReV .

2 ) , 并进一步口头订正如下：

( a ) 在序言部分第九段， " 妇女和老年人 " 等字改为 " 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 

士 " ；

(b》 执行部分第1 (a)段原义如下：

"(a)

" H 通过制定î
" a . 针对年幼儿童的政策；

" 产前产后的照料和对妇婴的菅养补助；

" e。 向年幼儿童提供保育设施和教育的适当安排；

" d . 拔助单亲家庭的政策"

现改为：

"(a) 猛

" H 通过制定针对年幼儿童的政策，其中包括：

" a . 产前产后的照料和对妇婴的管养补助；

" b . 向年幼儿童提供保育设旋和教育的适当安排及直接针对其 

需要的指导方案；

" C . 挨助单亲家庭的政策； "

6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 A .L .T am in i  ( 阿根廷）友了言并提议修正执行部分第 

第 1(c)段的标题，将 " 家庭暴力 " 改力 " 家庭 " •

6 1 .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可经口头订正和修正的决议革案，并决定建议经济m  

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决议車案转递第联合国激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 第 章 ，

C节，委员会决定11/1 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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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6 2 . 在 2月 1 2 日第1 0 次会议上， R.de  l a  Cruz Ocüoa《古巴）代表 

B.Migue l  ( 敦利维巫）、 J . AoMontero Ca s tro  ( 脊斯达黎加）、 M. A. 

Sanchez Mendez(哥化比亚）和 A, ：L, Ta mini ( 阿根廷）介绍了题为"继续等 

筹备第八届联合Si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的决议草案（E/AC.57/1990/1*， 

6 ) ,  决议革案案文如下：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

" 意识到自己作为联合国领防犯罪和罪犯待避大会每备机构的责任,

"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 年 5月 2 7 日第1988/146号决定，

" 并忆及委员会许多成员在其第十庙会议上对古巴政府发出酌邀请表示支持，

对古巴政府的懷慨提议表示感谢，

" 爱^ 为确保定于1 9 9 0 年 8月 至 9月 7 B 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成功而开展的所有筹备活劾进展躲pj,
" 铭记联女1 98 9 年 1 2月 8 日第4 4 / 7 2号决议，

" 1 . 表示确信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将为更好地理解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所涉问题以及寻找其解决方法作出重大贡献；

" 2。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 年5 月 2 4 曰第1989/134号决定， 

其中理事会决定接受古巴政府提出的担任第八届大会东道主的邀请；

" 3 , 吁请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政府间組织和非政府組织积极参加第AÆ

大会；

" 4 , 雙秘书长确保为第八届大会的圓满成功作好充分全面的实质性工作和缀 

织工作，包括加强宣传方案和为此提供必要的资源• "

63, ：F.Murad ( 沙特阿ièf白）、 J.A.Montero  C as t ro ( 毋 斯 加 ）

和 R . S . C i a r M 新西兰）发了言•

64。在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一份订正决议革案《E/AC. 

57/199 0/L.  6/Re V. 1 ) , 该决议革案由 R.de  l a  Cruz Ochoa ( 古 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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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M l « u e ：U  坡利维亚）、 J .A .Montero  C a s t r o ( 舟斯这黎加）、 M，A. 

Sanchez ez (奸论比亚）和 A • L, T a m i n i (阿根廷）提出，

6 5 .瓷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该订正决i力P：象（见第一章，D节，委员会决 

议 n/2).

刑事司法电脑化

6 6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1：0 ：, D ,F au lk n e r  (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代表R.L. Ga ine r  (美利坚合众国）、 F • A .Murad (沙特阿拉伯) 和 

M.Sh i lE i t aC日本）提出题为 " 刑事司法电腊化 " 的决议草案（E/aC ,57/ I9  

90/L.  12/Rev. 1 ) , 秘^ 长关于该决议草案的所涉方案预算问越说明教于V  

AC.57/199 0/L  . 27 号文件，

6 7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可该决议革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 

决议革案转递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0 节，委员会决 

定 11/103).

罗马宣言

6 8 . 在 2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 J . H ,；Frencl£0n(比利时）代表 a .K .  

Hasut ion  ( 印度尼西亚）和 S.A.Roz 'es  ( 法国）提出题为 " 罗马宣言 "的决 

议 草 E/AC.57/1990/L.13). 决议草案案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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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拘留和非拘留待遇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铭记联合国通过五年一次的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邁★会在刑事司法领域所起的 

重要作用，

"忆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加国19 7 5年在赫尔辛基通过的最后文件，以 

及这些国家在1 9 8 9年通过的会议参加国代表1 9 8 6年维也纳后续会议结论文 

件，在该文件中，这些国家表示了加强合作的意愿，尤其是在安全和司法及黎重人 

权领域的合作，

"考虑到第八届联合国颈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区域筹香会议报告，妓励继续 

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切实执行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制度标准和准则制 

订战略，

"认为1 9 8 9年 1 1月6日至1 2日在墨西拿和罗马为第备第A 届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而举行的欧洲盟狱管理当局负责人会议为欧洲国家间交流 

资料和经验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案及其人权方案间所建立的密切 

合作的关系，

"承认监禁作为对某些罪犯的则事制裁手段从公共安全这一重大利益考虎是必 

要的和得体的，

"意识到剂事司法制度对成员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重大需要，

"考虑到监禁作为社会防卫,犯罪预防和控制的手段所具有的有限作用，

"注意到作为刑事制裁手段的监禁所需的很夜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承认监紫对个别罪犯的心理、廳情和社会人格方面可能产生的消极，响，

"考虎到监榮对罪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所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非拘留制裁的作用和低经济和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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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加 强对可 靠 的 非 拘 留 制 载的 探 索 并 r 大其运用的必要性，

" 重申犯罪预防,刑事司法和罪犯待遇是各国总体社会防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从中可体现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速成员国，

" ( a ) 考虑限制与社会不良行为有关的刑法的范围，并审查可不予论罪的犯罪 

的程度J

" ( b ) 并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可将监禁以与公共安全相符的非拘留制裁来取代I

« ( c ) 强调非拘留制载本身也是判刑，而不应将其仅看成是徒刑的取代Î 

" ( d )努力通过并实施《联合国非拘留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草案（东京规则）》; 

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并提倡般国际社会，尤其是立法者、法官、检察官 

和行政管理人员采取积极的态度；

" ( e ) 使非拘留制载能作为一■种司法制载，

" (f) 在非拘留制载的范围内考虑到可更广泛采用的拘留待审的各种替代办法 

的情况Î '

" ( ê ) 通过考虎结合利用各种因素来避免，缓减或消除监狱拥挤* 缩短徒刑期 

限》 以非拘留制载措施作为替代 I 通过推动审前释放或利用保 释 *保证金等办法 

减少拘留待审现象Î

« ( H )只有在对维护公共安全和正当执法、必不可少的条件中才采用拘留待审 

的做法Î

" ( i) 检查用于确保在审判前被拘留者得以不受访碍地获得法律或其他咨询和 

协助以及确保在他们不会逃离的前提下尽量放宽拘留条件的方法Î

" ( J ) 设法更加全面地实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5 7年 7月 3 1日第663CI(XXIV)号决议）和 " 欧洲监狱规则" i
承认各 刑事机构是其所 服务 的 社会 的 一个 组成 都分 ，因而应鼓励 

和协助其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应在不妨碍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对囚犯采用 

同 样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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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各刑事机构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法律机构与志愿机构及其当地的社区 

之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关系，以便减少社会隔高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培养和维护 

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脚以更如确切地反映社会现状为目标发展各监狱的组织和社会结构，因为 

囚犯们仍然是社会的成贾，而且有朝一日还将重新回到社会中，在不访碍治安和有 

利于维ÿ*安全和良好秩序的前提下，特别应使囚犯有机会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 

根据其小人的需要做IB选择和参与有关其待遇和活动方案的决策过程》

«(n)考虑建立一. 有助于在社会各成员，特别是在犯罪的受，者、开j策机构 

的管理当局和工作人员以及囚犯的权利与责任之间保持适当平街的制度I 应考虑

到适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以及限制贫理当局和工作人员的的处权从而防止任意使用权 

利的必要性，其方法应是建立适宜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管理程序以及有效的申诉程 

序、有机会诉诸法院和包括外部监1?在内的制约和桂查安排,
"(0)审查由罪犯及其受，者间，通过制订各种旨在提供调解和賠偿机会的方 

案来促进和解的方式；

"(P)并考虎到审查赞理安徘、工作做法及其法律范畴，以反映这类办法对工 

作人员部署、他们的作用和职责以及狱官员同专家间和监狱官员同囚犯间的关系 

的种种影响，

«(q)本着上述精神探索新的管理安徘和培训方案，以确立和维护监狱官员的 

中心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地位和专业特色,
« { D 通过各种公共教育方案以及同传播媒介和其他有关组织机构的接勉来取 

得并加深对与刑罚制度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理解，

«(S)考虑如何提高监狱官员的地位和形象间题，办法可有：实行更真实反映 

其作用扩大现实的新头術，发给时髮合身的制服，提供合适的服务条件，薪酬，养 

恤金安徘，

«(t)建立适当的培训方案以培养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使他们能在一种可确 

定他们在各级做出决定并就0 犯个人待遇，小人发展，安全、照顾和控制等方面审 

慎掛酌的权威和职责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行使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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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工作、教盲、闲暇和家厲採访

"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承认监欲劳动有助于囚犯改过自新和重避社会，

"赞贫地注意到联合国区坡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关于监狱劳动所作的研究掘告, 

"捷请注$ 《因犯待遇嚴低跟度标准规则> r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5 7年 7 

月3 1 日第6 6 3 cirxav)号决议》和与监射劳动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

" 强调有必要通过联合国人权和刑，司法方案开展进一步研究, 交换资料和提

供技术援助，

" 考虑到《世界人权宜言》 f 联大 1 9 4 8年 1 2 月 1 0 日第2 1 7 A f I I I》 

号决议）第 2 6条 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f 联大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0 第 2200A(XŒ)号决议，附 件 ）第 1 3 条所载人人都有受教盲的权利，以作 

为充分发展个性的手段，

" g 《世界A 权宣言》第 1 6 条 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大 

】 9 6 6 年 i 2 月 1 6 日第2200AfXa )号决议，附件）第 2 3 条均特别宣布家庭 

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 忆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 3 7条规定，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 

下，以通信或接受採访方式，经常同亲厲和有信整的朋友联络，

^ 各会员国：

" ( a ) 发展监狱内的教育，包括提供充分的图书给服务和从社区雇用培训有素 

的教师和志愿人员，以便促进0 犯的重退社会；

• • ( b )允许囚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经常较长时间地会见亲厲和朋友，特别 

是为儿童提供特殊便利，以便尽量减少任何社会与心理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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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品

"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承认鉴于其对社会运作的彩响以及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有关吸毒者医疗与社会 

处理的认识，吸毒所涉问题值得引起特别注意，

“ 考虑到吸毒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需要有关于预防措雜^^^治疗的社 

会跃策，

" 承认对开1事司法系统的管理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承认与其他犯罪活动毫无关系的吸毒是一种个人选择,仅对社会其他成 

员产生有限影响，

" t 各会员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a)在实族刑法和所提供的处理的性质与类型方面，区分偶尔吸毒者与生理 

和X 或心理成總者；区分吸毒者与贩毒者；区分其罪行和其吸毒成疯直接有关者与 

其罪行和吸毒无关者；

"(b)对个人吸毒者优先使用非刑罚措族；

"(e)在非拘楽制裁范围内，韵情向吸毒成總罪犯提供医疗，心理和社会抬疗. 
方案；

"(d)着手或进一步开展有关吸毒成瘾与犯罪间关系的研究方案。

" 保律

"第八届联合国频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忆及根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栽则》第 2 2(2漆 ，需要专科治îfT的患病 

&犯，应当送往专门院所或平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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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有必要力精神失常和生理残疾囚犯提供重返社会的机会，

"iî各会员国：

"{a)作出安徘，在多科院所治疗思病囚犯，并使用专业医务A 员的服务,- 
*• ( b )将体免疫力缺乏病毒，后天免疫力较乏综合症，肝炎和类似的传染病 

视作一小日益重要的公共保健问题，不仅与一般社区有关，而且与囚犯有关，因此， 

应向囚犯和监狱工作A 员提供资料，鼓励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这些疾病的传染， 

一旦染上，则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他们得到包括咨询在内的妥善治疗；

"(c)确保不因传染疾病而受到歧视。

" 少 年

" 第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链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灼》所载关于少年刑事待遇的各项原则和 

保证，

" 特别忆及该公约第6条规定对1 8岁以下的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开j,

" 并忆及该公约第1 0 条特别规定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陽离， 并应给予适合 

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

" 还 tL及联大 1 9 S 5年 1 1 月 2 9 日第40/33号决议通过了经第七届联合 

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核准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跟度称准规则》，

" 满意地注露到联大 1 9 8 9 年 1 2 月 5 日第44/25号决议通过了《儿童权 

利公约》，

" 请各会员国保持在少年待遇这个开j法实施和司法中的特殊类别上取得的进 

展，以期不对1 8 岁之下的人使用终身监禁和尽可能避免对1 6岁以下的人判处监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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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信患技术

"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认为应用现代技术日益有利于适当地执行司法制度和在欧洲各国之间交流专 

业技能和经验将促进更广泛地使用这种技米，

" 认识到必须确保实现计算机化的方式应尊重囚犯的人权，

" 注意到计算机的应用将需要有的放矢地满足国家刑罚管理体系的裔要，

" 意识到必须病保则法管理领城正在采用的计算机化的体系应与范围更广泛的 

刑事司法体系中和其他社会机构中运行中的或将要采用的体系兼容，

里各会员国采用和发展兼容性计算机化信患体系，以便改善监摘管理和同 

其他刑事司法机构的联系。

"国际合作

"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强调研究和调查工作在促进有效的和人道的监狱管理方面的作用和合作活动 

在培训，研究、交流文献和信患领域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建立一小同各国际组织和培训研究所进行合作的常设中心的可能性，

"铭记交流欧洲在狱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将有助于各会员国履行在这 

一方面的职责，

" 1 .对:Ç大利政府司法部为處立一个欧洲合作中心提供设族的建议盘£ 十分 

赞赏，该中心将通过下列方式对更有效地开展欧洲合作作出有益的贡献：

«(a)收集和传播有关国家立法，规则，研究和调查的文献资料和有关剂法和 

教养事务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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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组织国际性培训活动以及人员交流和教养人员的进修活动；

" {C》 为交统这一•领坡的方法学方面的经验和培训材料提供设旋Î 

" ( d ) 箱助实旋联合国有关在教养领坡开展合作的各项廷议；

" 2 . 表示希望 :f 大利政府司法部就拟建立的中心的宗旨 , 赛用，活动方式和 

乂员配置等提出廷议；

" 3, 欧洲各会员国考虎开展这种形式的合作问1^,

" 4 . 还请意大利政府司法部考虑编幕和出版一本载有欧洲和其他区域的国家 

中不两的圓家监激规则和务例的年鉴；

“ 5 . 吁请欧洲各国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探讨根据需要提供财政捐歉的可能性 ,

以便在这项工作中开展合作；

" 6 . 翁励法学院 , 社会科学院和研究所等开展有关教养问先⑤的比较性调查研 

究以及有关课卷Î

" 7 .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及国际刑法和杜会学辨究中心考虎用 

联合国所有的正式语言编写和出版一本有关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询汇以利更好地 

系;解常用词，X ,在此过程中应同对出版这样一本词汇感兴趣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 

进行合作Î

" 8 . 建定期召开欧洲区域国家监箱管理☆责人会议,并请各会员国考虑主 

办这些会议；

" 9 . 翁勘尚未这样做的其他区城的各国政府考虑在区輕间和区坡研究所的合

作下召开类似的会议；

" l a 还建议为实施第A 届联合圆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廷议 

及采取有关后续行动而召开国家盟狱管理负责A 区域间研讨会，以便研究加强国家 

间合作和在监翻f ■理和人权方面向有关政府提供技术援助的新方式和新方法；

" 1 1 . 为此，， 合国秘书长从联合i l社会防伊信托基金和乂权领坡咨询服务 

和技术接助自愿基金中提供资金；

" 1 2 . 所以，请各会员国为此目的向这些基金会提供专用自愿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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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还请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专业矩织以及科学界为组织次研讨会提供 

实质性的，财政的和后動方面的支持；

"14 .  1  各国政府考虑更多地运用这一条敦把外籍囚犯移送其水久足居圓服

刑；

"1 5 . 里各圓政府在第A 届联合D 大会上探讨有无可能签订一项新的公约，据 

以转移对有务件判刑，有条件释放或判'以非监性处罚的外 #i 罪犯的监察权0"

69. 2 月 1 6 日，M. S h i k i t a  ( 日本）在第1 2 次会议上发言，告诉委员会,

就上述决议草案举行非正式协商时已达成作IB修改的协议， 订正决议章案的内容 

如下：

"罪犯拘留和非拘留待遇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铭记联合国通过五年一•次的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在刑事司法领域所起的直 

要作用，

" 忆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加国1 9 7 5 年在赫尔辛基通过的最后文件，以 

及这些国家在1 9 8 9 年通过的会议参加国代表1 9 8 6 年维也纳后续会议结论文 

件，在该文件中，这些国家表示了加强合作的意愿，尤其是在安全和司法及黎重人 

权领域的合作，

" 考虑到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区域第备会议报告，盤励继续 

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切实执行联合国犯罪颜防和刑事司法制度标准和准则制 

订战略，

为 1 9 8 9 年 1 1月 6 日至1 2 日在墨西拿和罗马力奪备第八届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而举行的欧洲监狱管理当局负责人会议力欧洲国家间交流 

资料和经验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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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剂》司法方案及其人权方案问所建立的密切 

合作的关系，

"承认监紫作为对某些罪犯的刑，制裁手段从公共安全这一重大利益考虑是必 

要的和得体的，

" 意识到开]事司法制度对成员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重大需要 ,

" 考虑到监禁作为社会防卫、犯罪颜防和控制的手段所具有的有限作用，

"注意到作为刑事制载手段的监紫所需的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 承认监禁对个别罪犯的心理、愚情和社会人格方面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 考虎到监禁对罪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所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彩响，

" 考虑到非拘留制裁的作用和低经济和社会成本，

" 忆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加国1 9 7 5 年在赫尔辛基通过的最后文件，

以及这些国家在1 9 8 9 年通过的会议参加国代表1 9 8 6 年维也纳后续会议 

结论文件，在该文件中，这些国家表示了加强合作的意愿，尤其是在安全和司 

法及尊重人权领城的合作，

" 考虑到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区城筹备会议报告 , m m  

续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切实执行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制度标准和 

准则制订战略，

" 认力 1 9 8 9 年 1 1 月 6 日至1 2 日在墨西參和罗马为筹备第八届联合国

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而举行的欧洲巡狱管理当局负责人会议为欧洲国家间 

交流资料和经验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

"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犯罪派防和刑事司法方案及其人权方案间所建立的密 

切合作的关系 ,一 *

"承认监禁作为对某些罪犯的刑事制裁手段从公共安全这一重大利益考虑是 

必要的和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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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剂事司法制度对成员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重大需要，

"注意到作为刑事制裁手段的监禁所需的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承认监禁对小别罪犯的心理, 感情和社会人格方面产生的积极彭响，

"考虑到监黎对罪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所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考虑到非拘留制裁的作用和低经济和社会成本，

"认识到加强对可靠的非拘留制裁的採索并T 大其运用的必要性，

犯罪预防，刑事司法和罪犯待遇是各国总体社会防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从中可体现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成员国：

" ( a )审查可不予论罪的犯罪的程度；

" ( b )并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可将监禁以与公共安全相符的非拘留制裁来取代;

" ( e )强调非拘留制裁本身也是判则，而不应将其仅看成是徒则的取代；

"(d)努力通过并实施《联合国非拘留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章案（东京规 

则 ）》，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并提倡一般国际社会，尤其是立法者， 

法官，检察官和行政管理人员采取积极的态度Î
"(e)使非拘留制裁能作为一种司法制裁；

"(f) 在非拘留制裁的范围内考虑到可更广泛采用的拘留待审的各种替代办 

法的情况Î
"(«)通过考虑结合利用各种因素来避免，缓减或消除监狱拥挤；缩短徒刑 

期眼；以非拘留制裁措施作为替代；通过推动审前释放或利用保释，保证金等 

办法减少拘留待审现象；

*•01)只有在对维护公共安全和正当执法，必不可少的条件中才采用拘留待 

审的做法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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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检查用于确保在审判前被拘留者得以不受访碍地获得法律或其他咨询 

和协助以及确保在他们不会逃离的前提下尽量放宽拘留条件的方法；

" (J) 设法更加全面地实施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 

" 四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 和 " 欧洲监狱规厕 " ;

" ( « 承认各刑事机构是其所服务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应鼓嚴和协 

助其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应在不访碍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对囚犯采用 

同样的做法Î

" W 在各刑事机构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法律机构与志愿机构及其当地的社 

区之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关系，以便减少社会隔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培养 

和维护作力公民的责任感；

" ( m )按照囚犯的小人需要，发展更加确切地反映社会现状的监狱的组织和 

社会结构，因为囚犯们仍然是社会的成员，而且有朝一日还将重新回到社会中， 

但以不访碍治安和有利于维护安全及良好秩序为前提;以其个人的需要做出选择 

和参与有关其待遇和活动方案的决策过程；

" ( n ) 考虑建立一杳有助于在社会各成员，特别是在犯罪的受害者，则管机 

构的管理当局和工作人员以及囚犯的权利与责任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制度；应 

考虑到适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以及限制贷理当局和工作人员的範处权从而防止任 

意使用权利的必要性Ï 其方法应是建立适宜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管理程序以及 

有效申诉程序，有机会诉诸法院以及制约和检査安徘；

* * ( 0 )审查由罪犯及其受替者间，通过制订各种旨在提供调解和赔偿机会的 

方案来促进和解的方式Î

" ( P ) 并考虑到审查管理安徘，工作做法及其法律范畴，以反映这类办法对 

工作人员部署，他们的作用和职责以及监狱官员同专家间和监犹官员同因犯间 

的关系的种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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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着上述精神採索新的管理安排和培训方案，以确立和维护监狱官员 

的中心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地位和专业特色Î
"( D 通过各种公共教育方案以及同传播媒介和其他有关组织机构的接勉来 

取得并加深对与刑罚制度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理解Î
"(S)考虑如何提高监狱官员的地位和形象问题，办法可有：实行更真实反 

映其作用扩大现实的新头街，发给时髮合身的制服，提供合适的服务条件，薪 

酬，养御金安徘Î
" ( t )建立适当的培训方案以培养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使他们能在一种可 

确定他们在各级做出决定并就0 犯小人待遇，个人发展，安全，照顾和控制等 

方面审慎掛酌的权威和职责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行使自己的职责，

" 工作、教育，闲暇和家属探访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承认监狱劳动有助于囚犯改过自新和重退社会，

“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区城间犯罪和司Ï 研究所关于监犹劳动所作的研究 

报告 ,

" 提请注意《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5 7 

年 7 界3 1 曰第6 6 3 d I ( x x l V ) 号决议）和与监欲劳动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

" 强调有必要通过联合国人权和刑事司法方案开展进一步研究，交换资料 

和提供^ 援助，

" 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 ( 联 大 1 9 4 8 年 1 2 月 1 0 曰第217A(工工工） 

号决议）第 2 6 条和《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大 1 9 6 6 年 12 

月 1 6 日第2 2 0 0 A (X X I )号决议，附件）第 1 3 条所载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 

利，以作为充分发展个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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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世界人权宣言》第 1 6 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联大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日第2 2 0 0 A (X X I )号决议，附件）第 2 3 条均 

特别宣布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伊，

"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 3 7 条规定，囚犯应准在必要监 

视之下，以通信或接受探访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整的朋友联络,

" 请各会员国：

" ( a ) 发展监狱内的教育，包括提供充分的图书给服务和从社区雇用培训 

有素的教师和志愿人员，以便促进囚犯的重避社会；

" (b》 尤许囚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经常较长时间地会见亲属和朋友， 

特别是为儿童提供特殊便利，以便尽量减少任何社会与心理损伤。

" 麻醉品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承认鉴于其对社会运作的影响以及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有关吸毒者医疗与 

社会处理的认识，吸毒所涉问题值得引起特别注意，

'‘ 考虑到吸毒是一个极其复染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有关于预防措施和治疗 

的社会政策，

" 承认对刑事司法系统的管理产生不利的影响，

各会员国在所愿的范围内：

" ( a ) 在实施刑法和所提供的处理的性质与类型方面，区分偶尔吸毒者与 

生理和/ 或心理成瘾者；区分吸毒者与贩毒者；区分其華行和其吸毒成瘾直接 

有关者与其罪行和吸毒无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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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治疗方案Î 
"(d)

对个人吸毒者优先使用非刑荷措施；

在非拘禁制截范a 内，酌情向吸毒成疯罪犯提供医疗、心理和社会 

着手或进一步开展有关吸毒成瘾与犯罪间关系的研究方案，

"保健

" 第八届联合国频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忆及根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 2 2(2)条，需要专科治疗的 

患病囚犯，应当送往专门院所或平民医院，

" 意识到有必要为精神失常和生理残疾囚犯提供重避社会的机会，

" i 各会员国：

" ( a ) 作出安排，在多科院所治疗患病囚犯，并使用专业医务人员的服务;
"(b)将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后天免疫力缺乞综合症、肝炎和类似的传 

染病视作一小日益重要的公共保健问题，不仅与一般社区有关，而且与囚犯有 

关，因此，应向囚犯和监狱工作人员提供资料，鼓励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避 

免这些疾病的传染，一旦染上，则座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他们得到包括咨询在 

内的妥善治疗；

" ( c ) 确保不因传染疾病而受到技视。

"少年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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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关于少年刑事待遇的各项原 

则和保证，

" 特别忆及该公约第6 条规定对1 8 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 , 不应判处死刑，

" 并忆及该公约第 1 0 条特别规定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隔离,并应给予适 

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

" 还忆及联大 1 9 8 5 年 1 1月 2 9 日第4 0 /  3 3 号决议通过了经第七 

届联合国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核准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满意地注意到联大 1 9 8 9 年 1 1月 2 0 曰第4 4 / 2  5 号决议通过了

《儿童权利公约》，

" ^各会员国保持在少年待遇这小剤法实施和司法中的特珠类别上取得 

的 进 展 尽 可 能 避 免 对 1 6 岁以下的人判处监禁，

*•信患技术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认为应用现代技术B益有利于适当地执行司法制度和在欧各国之间交 

流专t S i 和经验将促进更广泛地使用这种技术，

" 认识到必须确保实现计算机化的方式应尊重四犯的人权，

" 注意到计算机的应用将需要有的放矢地满足国家刑罚管理体系的需要，

" 意识到必须确保刑法管理领域正在采用的计算机化的体系应与范围更广 

泛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和其他社会机构中运行中的或将要采用的体系兼容，

" 各会员国采用和发展兼容性计算机化信息体系，以便改善监狱管理 

和同其他则事司法机构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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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作 

"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强调研究和调查工作在促进有效的和人道的监被管理方面的作用和合作 

活动在培训、研究、交流文献和信患领城的重要意义，

" ，虑到建立•一个同各国际组织和培训研究所进行合作的常设中心的可能

性，

"铭记交流改洲在监欲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将有助于各会员国履行 

在这一方面的职责，

1 . 对意大利政府司法部为建立一小欧洲合作中心提供设施的建议表示 

十分赞赏，该中心将通过下列方式对更有效地开展欧洲合作作出有益的贯^

" ( a ) 收集和传播有关国家立法、规则、研究和调查的文献资料和有关刑 

法和教养事务的统计资料；

" ( t ) 组织国际性培训活动以及人员交流和教养人员的进修活动；

" ( 0 ) 为交流这一领城的方法学方面的经验和培训材料提供设施；

" ( d ) 郝助实施联合国有关在教养领域开展合作的各项建议；

" 2 . 来示希望意大利政府司法部就拟建立的中心的寒旨，赛用、活动方 

式和人员配置等提出建议；

" 3 . ， 洲各会员国考虑除别的以外，在注意到诸如欧洲理事会等改洲 

组织在这方面所获成果的状况下，开展这种形式的合作问题，

" 4 . 还请意大利政府司法部考虑编暴和出版一本载有欧洲和其他区域的 

国家中不同的国家监狱规则和条例的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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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吁请欧洲各国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探讨根据需要提供财政捐敦的可能 

性，以便在这项工作中开展合作；

" 6 .  ^ 法学院，社会科学院和研究所等开展有关教养问题的比较性调 

查研究以及有关课程Î

" 7 . 适联合国区城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及国际刑法和社会学研究中心考 

虑用联合国^有的正式语言编写和出版一本有关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词汇以 

利更好地理解常用词汇，在此过程中应同对出版这样一本词汇感兴趣的政府间 

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

" 8 . 建议定期召开欧洲区域国家监献管理负责人会议 , 并请各会员国考 

虑主办这些会议；

" 9 . 强调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监被管理机构负责人每年召开会议的重要 

性； 一

"10. m 尚未这样做的其他区域的各国政府考虑在区域间和区域研究所 

的合作下召开类似的会议Î

"1 L 还建议为实施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舉犯待遇大会的各项决议和 

建议及采取有关后续行动而召开国家监欲管理负责人区域间研讨会，以便研究 

加强国家间合作和在监狱管理和人权方面向有关政府提供技术援助的新方式和 

新方法；

* * i a 为此，ÿ 联合国秘书长从联合国社会防ÿ*信托基金和人权领城咨询 

服务和技术援助自i 基金中提供资金；

" 1 3 .所以，f 各会员国为此目的向这些基金会提供专用自愿捐敦Î

" 14 . 还请有关非政府姐织和其他专业组织以及科学界为组织这次研讨会 

提供实质性I 财政的和后勤方面的支持；

**15. 1 各国政府考虑更多地运用这一条款把外籍囚犯移送其永义定居国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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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A. L.  T a in i ï i i《阿根廷）、 J.  H. ï r e n c Icen《比利时）、 

P o l im e n i  ( 意大利）、 R.  de l a  Cruz  Oehos ( 古 巴 ）、 A. L.  0. 

Metzger  ( 塞拉利棒 )和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犯罪领防和则事司法处处 

长发了言.

71. 在同一会议上，按照主嚴提议，委员会决足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修正 

后的决议草案提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进一步审议和供其采取适 

宜行动。

从发展角度进行犯恶预防和刑事司法国歷盒悠

7 2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 "̂̂义上，A.  L ,  0.  M e t z g e r  ( 塞拉利昂）以 

第一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向委贞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从发展角度进行 

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国际合作" 的决议草案（E/ACL 57/1990/A  15 ) •

7 3 . 在同一会议上，安负会核可该决议草案并建议经济及社会理襄会将其转交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第11/104号决 

定 ）•

刑事司法的管理和判决政策的制定 .

7 4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父上，A.  L.  0.  Me t z g e r  ( 寒拉利昂》以

第一工件组主席的身份向委负会推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刑事司法的管理和 

判决政策的制定 "的决议革案 f E/AC. 57/1990/J* 17 ) •

7 5 . 在同一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会将其转 

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第、 C节，委员会第11/105 

号决定），

引渡示范条约

7 6 . 在 2 月 1 6 曰第1 1次会议上，A.  L.  0.  M e t z g e r  ( 募拉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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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工作组主廣的身份向委员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 " 引渡示范条约 "  

的决议革案（E/AC. 57/1990/A  18 ) .

7 7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暴会将其 

转交第/V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第11/

106"|■决定 ）•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则

7 8•在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A. L .  0. Metzger  ( 塞拉利昂）以 

第一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向委员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 

和武器的基本原则 " 的决议草案（E/AC. 57/1990/Ji 19 ) 。

7 9 . 在同一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转 

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第 11/107号 

决定 ）•

联合国非拘留播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

8 0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 A.  L .  0.  MeAzger ( 塞拉利昂，以 

第一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向委员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爱，!力"联合国非拘留措施 

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 的决iSl尊 案 ( E/Aq. 57/1990/Ik 2 0 》，

81 . T.  P.  F.  De S i l v a  ( 斯里兰卡》、 A.  A.  A ,  S h l d d o (

M. S h i k l t a  ( 曰 本 》、 A ,  L.  0, Me t z g e r  (塞 拉 利 揚 ）、 E.  L.

T a m i n i  ( 阿 根 廷 ）和 V. R a m a n i t r a (  ■^达 加 斯 加 》发 了 言 •

8 2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i义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系会将其 

转交第/V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韋，C节，委员会第11/1Ü8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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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8 3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 会 上 ， A.  L .  0.  M e t z g e r  ( 塞拉利昂》以 

第一工作组主腐的身份向委员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 

本原则 " 的决议草案（E/AC. 5 7 / 1 9 9 0 / 4  21 ) •

8 4 . 在同一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杜会理，会将其转 

交第/V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第11/109 

号决定），

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

8 5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i义上，A.  L ,  0 ,  M e t z g e r  ( 塞拉利昂）以 

第一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向委员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预防和控制有组织 

犯罪 " 的决议草案（E/AC. 57X1990/14 22 ) •

8 6 . 在同一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转 

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韋， C节，委员会第11/110 

号决定

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8 7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 A.  L .  0 ,  M e t z g e r  ( 塞拉利昂）以 

第一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向安员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 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的决议草案（E/AC. 57/1990/%  23 ) •

88 . 在同一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转 

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第11/111号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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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8 9 . 在 2 月 1 6 B第 1 1次会议上，D. c o t i c  ( 南斯拉夫）以安负会主席 

的身份，提出题为 " 继续毎备第/V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的决ÎX草案 

( E/AC, 5 7 /1 9 9 0 / li  26 ) .

9 0 . 在 同 次 会 议 上 ，R. S. Clark ( 新西兰）发了言，并提议修正该决 

议草案，即在执一行部分第1 1段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咨商地位"之后添入 

" 专业性组织和专家" ，

9 1 . 在同一会议上， 委负会核可口头修正后的该决议草案，并建议经济及社会 

理，会予以通过（见第一章， A节，第六号决议草案》。

刑》事项互助示范条约

9 2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A. L .  0. M e t z g e r  { 塞拉利昂）以 

第一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向委员会掘告工作組的工作并提出题为"开I事，项互助示范 

条约 " 的决议草案（E/AC. 57/1990/Iw 28 ) •

9 3 . 在 2 月 1 6 日第1 2 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决议草案并决定建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将其转交第/V届联合国派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C节，安员 

会 第 11/112号决定），

保护罪行和温用权力受香者的人权

9 4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 A, 0, Metzger ( 塞拉里昂》以第一 

工作组主席身份向委员会报导工作组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保护罪行和邀用权 

力行为受，者的人权 " 的决议草案（ÎÎ/AC, 57/1990/L, 29 ) •

9 5. 在同一次会议上， I», Fa u lk n e r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发了 

言并对执行部分第3 段提出修正案，将 " 采取适当措振，以使其立法同《宣言 》相 

符合 " 等字改为在制订本国法律时考虑到《为罪行和邀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 

的基本原则宜言》的各项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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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寒案，并决定建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将决议革案转递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第11/113号决定）•

刑法在保护自然和环境中的作用

9 7 , 在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A. 0. Metzger ( 塞拉利昂）以第一 

工作组主席身份向委员会报导工作组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刑法在保伊自然和 

环境中的作用 " 的决议草案（E/AC. 57/1990/1. 30 ) ,

9 8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 

决议革案转递第八庙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 

第 1 1/114号决定）。

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9 9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A. L. 0, M e t z g e  r ( 塞拉利昂）以第一 

工作组主席身份向委员会报导工作组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 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的决议車案（E/AC, 5 7 / Ï9 9 0 / L , 31 )•

1 0 0 .在同一次会议上，瓷员会核可了决议革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

决议軍案转递第八届联合国顶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见第一章C1T委员会第 

1 1/1 1 5 号决定〉，

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

1 0 1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 A, L* 0, M e t z g e r  ( 塞拉利昂）以第一

工作组主席身份向委员会报导工作组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 关于检察官作用的 

准则 " 的决议章案（E/AC, 57/1 990/1 . 3 3 》，

1 0 2 . 在 2 月 I 6 日第1 2 次会议上，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犯罪预防和 

开J事司法处处长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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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3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决议塞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将决议草 

案转递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见第一章， C节，委 员 会 第 11/  

1 1 6号 决 定 ）。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 雅 得 准 则 ）

1 0 4 . 在 2 月 1 6 日 第 1 1 次会议上， A. L, 0。Me t z g e r  ( 塞 拉 利 昂 ）以第一 

工作组主席身份向委员会报导工作组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 "联合国顶防少年犯 

罪 准则 （利 雅 得 准 则 ）" 的决议草案（E/AC。57X1990/L。36 ) ,

1 0 5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将决议草 

案转递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见第 一， C节委员会第 1 1/117 

号 决 定 ）。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的少年规则革案

106。 在 2月 I 6 日 第 I 1 次会议上， K ^  0, M e t z g e r  (塞 控 利 昂 ）以第一 

工作組主席身份向委员会报导工作组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  

自由的少年规则草案 " 的 决 议 草 案 （ 57/1990/Lo 37 ) .

1 0 7 , 在 2 月 1 6 H第 1 2 次会议上， L. Tamini  ( 阿根廷）发了言并建议 

修正决议草案附件第 6 0 段，删除该段末尾 " 寄 给 他 （她 ）" 等字，

1 0 8 , 在同一次会议上， A. A. A. SHiddO ( 苏 州 ）建议修正决议草案附件第 

I 0 ( a )段，删 除 第一句中 " 除非根据本国法律制度可以较早达到民事成年 " 等字，

109。 B. Pand  i  (中 非 共 和 国 ）、 民 de l a  Cruz Ochoa ( 古 巴 ）、 A, 

L, 0, Met zge r  ( 塞 拉 里 昂 ）和 M。 S h i k i t a  ( 日 本 ）发了言，

l I O o 此外，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直案并决定填议  

经济及社会将决议草案转递第八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见第一•章，

C 节 ，委员会第 1 1 /1 1 8号 决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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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式文化遗产的罪行的示范条约，案

1 1 1 .在 2月 1 6 日第1 1次会议上， A, L, 0. Metzger ( 塞拉种昂）以第一 

工作组主席身份向委员会报导工作想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項题为" 防止侵犯各民族动 

产形式文化遗产的罪行的示范条约，案 " 的决议，案 ( E/AC. 57/1990/1* 38 ),

1 1 2 .在 2 月 1 6 日第1 2 次会议上，A. L, Tamlni ( 阿根廷）、 A, JU 0. 

m etzger ( 基拉里弗）和委员会主席发了言，

1 1 3 .在周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决议章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将决议¥  

案转递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但有一项了解，即：防止侵犯各民 

族动产形式文化遗产的罪行的示范条约車案案文须考虑到委员会成员提出的评论作 

进一步修改， （见第一章， C节，委员会第11/119号决定），

关于开i事诉讼转移的示范条约

1 1 4 . 在 2 月 1 6 日第1 1 次会议上， A. L, 0, Metzger  ( 塞拉利辨 ) 以第一 

工作經主庸身份向安员会报导工作组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 关于剂♦诉讼转移 

的示范条约，，的决议寒案 ( E/AC, 57/1990/L. 39 ) •

1 1 5 .在 2 月 1 6 日第1 2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决议3^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将决议草案转递第八箱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见第一章， C节，

委员会第1 1 / 1 2 0 等决定）。

关于有条件判开j或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监餐的示范条约

1 1 6 , .在 2 月 I 6 H第 1 1 次会议上， A,, L. 0, Me t z g e r  ( 塞柱利弗）以第一 

工作组主席身份向姿员会报导工作租的工作并介绍了一项题为"关于有条件判刑或 

有条件释放的罪犯转移监哲的示范条约，，的决议貧案（5/AC. 57/1990/1. 40 )•

1 1 7 ,在 2 月 1 6 日第1 2 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决议塞案并决定律议经济及 

社会将决议襄案转递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见第一章， C节 ，

委员会第1 1 / 1 2 1 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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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审查联合国在犯罪预防和则事司法 

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1 ，委员会在1 9 9 0 月2 月 8 日、 9 日和1 6 日的第七、 九^十一湘十

二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6 .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由个小组委员会进行审 

查的结系的说明（E/AC. 57/1990/6) , 该小组委员会由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 

根据其第10/1号决议任命.

2 . 作为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本委员会前任主席在其介绍发言中说，在阿拉伯安 

全研究和训练中心的支助下，小组委员会于1 9 8 9 年 1月 1 8 0 加 1 9 日在利雅 

得举行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委员会主席困成员和其他指定的专家，以及各区域 

射区域间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主任，阿拉伯安全研究和训练中心主任和澳大 

利亚犯罪学研究所主任。

3 . 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控制犯罪是各E 政府摆在最前面的责任，是谋求 

国家进步的一 前提条件。在指出了在援助各S 对付犯罪*3司法问题的现有机制仍 

然不足之后，小组委员会呼大大加强S 际援助，帮助各国通过以国际公约形式建 

立真正有效的国际犯罪司法方案对付国内加跨国犯罪的各种|'?1题《

4 . 小组委员会，主席指出，尽管联合国预算資源有限，但^他一些联合国方案 

已获得塘补资源* 而预防犯罪方案仍然处于严重结据状态。’ 尽管一再吁请改善这 

一局面，但看来它继续处于不利地位。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必须査 

明问题的根源，然后按照小组委会报告所提建议，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不是要 

去责怪谁的问题，而是要在联合国系统中找出造成此种不合理局面的缺点所在《

5 .  一位报告员在评述小组委员会的振告时指出，它所针对的是政府的决策人， 

而不是犯罪预防射剂事司法专业人员。 其目的是增大联合® 的能力如效率以便适 

应各® 在此领域的广泛需要，并加强国际合作，对付与日俱增的跨® 犯罪问题《

6 . 另一位振告S 指出，联合国预防犯罪方案需要承担广泛的责任，而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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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又那么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状态• 要便该領域的方案更有效，需有一系列 

的要素，其中包括一部国际刑法如一小国际法院，而该法院的管蒋权必须加以确定。 

需要对联合国处理犯罪预防如控制的各种机制进行根本的结构改革，在质量上 

和数量上作出适当改变，包括必要的方案投资，

7 . 第三位报告员同样呼吁大大加强联合国犯罪如司法方菜，使之适应各国冢 

和国际的需要。 既然就此问起通过的许多决议并没有产生期的效果，他觉得也 

许一項国际公约能为加强加巩固联合国犯罪领域的行动提供基础。

8 . 大冢一致对该损告表示欢迎，许多与会者祝贺小乡£委员会完成了此重要 

的工作。 应将该报告发给政界人士加其他决策者，使他们充分了解犯罪问题射采 

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

9 . 与会者同意- 该报告fC明了委员会成员多年来表示的关注，即要求有一个 

更加，有力的联合.国犯罪预防如刑事司法方案来满足不断增大的需要。 有人指出， 

该振告正确反映了使人们深感不安的世界犯罪形势，虽然其中有举措词也许应适当 

加以润饰。… 政洽气侯改善了，但安全并■'没有随之增大；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如使各 

国得以集中力量谋求S 内的安定，但从长远来看》联合国必须为此目的提供更加强 

看力的领导加援助。

1 0 .毫无疑问，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改变这种障碍着犯罪和司法方面的国际 

活动达到适当水平的局面。 针对该问题的可行行动对于国家福利和发展事业都 

是至关重要的。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显然需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犯罪加司法方案， 

以更大的规摸和能力来满足各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需要.对日益国 

际化的犯罪活动要有相应的对策，因此，还必须建立起更加有效的控制犯罪的国际 

合作体系. 大家认为，虽然一个预防犯罪和别事司法处在人力财力极为紧张的情况 

下ffi色地完成了工作，可是必须增大它的能力才能应付犯罪活动增多而且出现了新 

的、威胁性犯罪形式这一形势的要求. 由于犯罪形势使人们广泛感到蔑惊，而且新 

形式的犯罪诡诈多端，因此，很有必要提请高级领导人的注意. 为此，提议召开一• 
次犯罪和司法问题高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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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几位与会者强调必须有一个能起更大作用的联合国犯罪*3司法万案，以便 

能够完成其基本任务。 几位委员会成员着重谈到其本区壤内犯罪形势的严重性以 

及采取更加有效的国际对策的必要性。 各会员国，特别是发展甲国家，迫切需要 

实际的帮助，因而任何一项新方案都应把强有力的技术援助与合作方案作为其7 的 

一郁分。 各D迫切需要关于犯罪趋势和打击犯罪的措施这方面的研究材料，包括 

有效的区域战略如全球战略。 经'g立#0专门知识的交流极为重要，在这方面，发达 

国家应给第三世界的对等郁门大力协助。 可是，有些国家承受了一些跨S 犯罪的 

不利后果，例如弃置核废料，这种罪行必须制止，必须加以® 际管制。鉴于犯罪预 

防的极端重要性，此项、工作应摆在各国政府加II际组织其他重大事务的同样位置上》 

因为它是谋求稳定射持续的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这样，应把它列入发展计划 

之内，同时把它列为联合国的主要活动之一。

12. 一些与会者指出，值得赞扬的是，尽管有很多困难，但取得了如此多的成 

绿，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Î 这表明，决心和艰苦努力会结出多么大的项果。 但 

是不能否寒这样的事实：在由于任务增加带来的工作量如有限的履行这些任务的机 

构能力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 有种种必须予以满足的需要。 当前的犯 

罪状况« 急需采取纠正行动， 再采取一些零敲碎打的补救措施已经不行了。

人们一致认为，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变这种情况，以便适当地执行联合国预防 

犯罪方案，并使其更好地发挥其帮助各国政府如国际社会的潜力。 对于如何才能 

最好地做到这一点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

13. 许多与会者要求拟定一项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公约，以便提供一个方案框 

架如规足缔约国的义务。 然而，一些与会者认为，一项公约并不会自行吸引必要 

的财政支持。 有人指出，尽管公约的事是一⑨长期目标，但仍有些当前必须立即 

采取的步骤0 还商定#欲不是公约如方案两分家，因为公约应该是方案和其可能 

的框架的一个成分。 对要拟定的公约的类型如公约如何拟定进行了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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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拟定公约有两种基本方法：第一，视公约力一•种集中多过和双过条约、协 

定和标准的一切现有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规定的文本， 第二，视公约为在犯罪和 

司法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一般的依据。 其主要目标应是国际社会实施一个更有 

效的世界性的犯罪预防方案提供坚实的基础。

1 5 .很多专家认力，公约是可取的，因为它可为联合国预防犯罪方案提供一个 

坚实基础加工具，因为到现在为止运缺乏这种基ÎÜ{和工具 . 第A 届大会完全可以赋予 

它任务。 因为拟定一项公约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还必须在近期内采取适当步 

骤以缓解形势。 一位观察员表示，他的国家愿意提供援助加招待设旌作为召开专 

门讨论拟定公约问题的专家会议的东道国。

1 6 .有典专家对公约作为万灵药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们主要强调方案内容 

加方式。 ’ 虽然要解决的主题无疑重要， 但是应指出，国家不同，时间不同， 

重点也不同。 因此，更補切地说，这是一个制定一些基本原则如建立一种机制以 

便更有效地对各国政府加国际上关切的问题作出反应的问题0

17. 一些与会者指出，如果其他方法不夷，或许应该建Ü 一个犯罪预防特别机 

构：他们举出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专门机构是可能的 

样板《另有人建议，新的机制应该在现有联合国系统内建立，把力量应该放在执行 

新的一体化的实际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上，这种方案突出某些重点领域，可 

能的成本利得明确。

1 8 .大多数与会者强调指出，任何新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一个联合S 实体，因力 

联合国是可以提供必要的基础协调国际社会努力的组织0 他们还指出，通过公约， 

各国承担某些义务。 但是，这些义务不一定涉及方案或财政问题。 政治意志 

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这意味着要使各® 政府深信从执行新方案中会得到好处0

1 9 .还有人建议，为了增加各国政府的投入，应建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以犯罪 

预防加控制委员会作专冢机构，而政府间委员会可提供双重安排，类似人权领域的 

现有安徘。 有人建议，小组委员会应该起一种不断监傘加监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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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必须富有想象力地去探讨突出方案如吸引支持的方法。 应予争取的一个 

令人鼓舞的可能性是，例如, 在大会之后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以使人们注意需要 

如问题，提供通过公约的讲坛。 它可能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有助于如强国际在预 

防犯罪领域的合作及 '联 合 国 在 其 中 的 作 用 。 但是- 因为最高级会议时间短， 

所以必须好好准备。 人们希望，工作组应该提出具体建议，现有建议应予以明确 i 

以便能够作出适当决定。 因为在大大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力J巧法方案这一基本 

目的方面有一致意见，所以， 自然，下一步便应是明确实现这一目的方式，'下一步 

的方向小组委员会业已指出- 但是应该更加具体8

21. 对于所提评论意见，联合® 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如罪犯待遇大会秘书长说，虽然她和委员会一样，也对目前的状况和缺乏充足的应 

对手段感到失望，但是，一項公约或新的组织并不会自行确保得到适当的資金。不 

可否认，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处资金不足，但是联合® 维也纳办事处的其他单位也 

是如此，而也是要求它们少花钱多办事。 总干事援引了关于该处财力加人力状况 

的最新数字。 经常预算吃緊，这是事实，而且可能还会趣续下去。 因此，看来 

预算外資金是现有联合国结构内可以寻求的唯一直接解决办法。 她指出， 已经提 

供了预算外支助，：并表示赞赏这一作法。 但是她同意需要更多的資金。 期望 

委员会能提出建议，看如何能得到这些資金。 她希望提出的建议是实事求是的。

从当前的 IS际财政扰况看不适于建立一种新的犯罪预防机构。 她对预防犯罪射刑 

事司法方案人力结缺表示同情，她曾希望通过人员调配来充实，但大会于1989年作出 

决定》不同意转调一些员额给维也纳的方案。 然而，已打算向秘书长提交加强联合 

国维也纳办事处的建议，其间是会考虑到有关需要的。向银大会提供了追加经费，

预期有些捐助是实物，暂时看来* 预算外办法是唯一重大可能解决办法* 她将尽力 

帮助争取进一步支助。 还应该使方案同联合圓维也纳办事处的其他有关领域联系 

起来，以便对社会问题采取其真正统一的做法。

22. 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在工作组加工作组设立的起草小组进一步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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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工作组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以便纳入委员会提交第八 

届大会的报告的最后定稿中•

委员会采取的行功 

预防犯罪领域的教育、培训和公众认识

23. 2月 16日 在 第 11次 会 议 上 ，K . L . G a i n e r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代表  

J . A . M o n t e r o  C a s t ro ( 哥 斯 达 黎 加 ）、F . A . M u r a d ( 沙 特 阿 拉 伯 ）和 

A. A. A. S h id d o (苏丹)提交了 一项题为 "预防犯罪领域的教育、培训和公众认识 " 
的决议草案 (BVAC. 57 /1990/L. 14)。

2 4 . 秘书长按照经社理事会议举规则第31条提出一项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方 

案预算问题的说明。该说明已编入E /A C .5 7 /1 9 9 0 /L .2 5号文件分度。

2 5 . 委员会同次会议核可该决议草案 , 并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予以通过(见 

第一章 , A节，决议草案七）。

审查联合国在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26. 2月16日在第12次会议，G ,P o l im e n i ( 意大利）代表第二工作组主摩介绍 

了一份题为" 需要设立有效的国际犯罪和司法方案" 的报告（E /  A C . 57/  1990/ 
L .3 2)。

27. D . F a u l k n e r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 . L . O .M e t z g e r( 塞拉 

里昂）、R . S . C l a r k (新西兰 )和委员会秘书P ol im eni( 意大利 )也发了言。

2 8 . 在同次会议上，G . P o l i m e n U 意大利）代表 R . S . C l a r k ( 新西兰）、 

D . F a u l k n e r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R . L . G a i n e r (美利坚合众国）、 

V . P . I g n a t o v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F . A . M u r a d ( 沙特阿拉伯）、

S. A .R o zes ( 法国）、A. A. A. ShiddoC苏丹 )和M. SMkitaC 日本)提交了一现题为 

" 审查联合国在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 的决议单案（E /  
A C .5 7 /199 0 /L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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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委员会同次会议通过该决议草案（见第一章、D节，委员会第11/ 3号决

议 )。

30. 又在第1 2次会议上，G.Polimeni(意大利）代表R.S.Clark(新西兰）、 

D.Faulkner(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R.L.Gainer(美利里合众国） 、 

V.P.IgnatovC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F.A.Murad(沙特阿拉伯） 、 

S. A.Rozes(法国）、A. A. A. Shidddan(苏丹)和M. Shikita(日本)提交了 一项瓶 

为"审查联合国在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的决议草案（E/ 
AC.57/1990/L.35)o

31.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由方案规划、预算和財务厅代表就该决议草 

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所作的发言后,核可了该决议草案,并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将该决议草案转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见第一章、C节,委 

员会第11/122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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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 1990年2月16日，委员会第12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7。委员会收到了秘书 

处的一份说明(E/AC.57/1990/L.2),内载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 

并列明在每个项目下提出的文件。

2.委貝会按照主鹿的建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一項决定草案。 

在该决定草案中,经社理事会将注意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并核可其已按委 

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完成的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见第一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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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通过要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1. 1990年2月1 6日，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AC.57/ 

1990/L.3 和 Add.1-5 )0

2.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提出的建议所涉的方案预算问题见本振告附件三参看 

上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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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会议的组织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1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于1990年2月5 日至16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十一届会 

议。本届会议由第十届会议主席Minoru Shikita  ( 曰本）宣布开幕。

2 . 第十一届会议主席的Dusan C o t i c 先生（南斯拉夫) 在他的开幕词中说，委 

员会面牆的任务是双重的：方案性和技术性。方案性工作要求就犯罪预防和控制委 

员会小组委员会关于联合国颁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工作方案的审查报告以及有关第八 

届大会的筹备问题采取行动。所涉的技术性工作是把数量众多的文书草案定稿，以 

便作为委员会的建议提交第八届大会。

3 .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第八届大会秘书长强调，虽然目前的国际政 

治形势令人鼓舞，但世界仍然充满暴力、社会冲突和形形式式的严重犯罪活动。她 

说，法律，光其是刑法，是当今复染世界的和平与社会公正的根基。她强调了将预防 

犯罪方案同麻醉品管制与社会发展方案联系起来的重要性。

4 . 总干事特别对犯罪活动的严重加剧表示关法，所采取的复杂管理方法和先进 

技术手段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她认为迫切需要有各种禁令、指示和标准来对付恐 

怖主义等跨国犯罪和其他形式的暴力、经济和有姐织犯罪及环境罪。与此同时，人 

们也日益关注滥用权力和授犯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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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出鹿情况1

5 .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加了本届会议： Cheng W e iq u i( 中国）， Roger S. 

C la rk  ( 新西兰），Dusan C o t ic ( 南斯拉夫〉，Ramon de  la  Cruz  Ochoa( 古巴）， 

Trevor Perc iva l Frank De S ilv a  (斯里兰卡) , David Faulkner (大不列颜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Eugene Ju les  Henri Frenchen ( 比利时) ， Ronal L.Gainer (美 

利坚合众国）， V a s i ly  P. Ignatov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Nour El-Deen  

K h a ir  ( 约旦〉， A lb e r t  L le v e ly n  O law o le  M etzger ( 塞拉利昂〉， Benjamin  

Miguel-Harb  ( 破利维亚) ， Jorge Arturo Montero Castro (骨斯达黎加) ， Farouk 

A. Murad ( 沙特阿拉伯) , Abdul Karim Nasution  ( 印度尼西亚〉， Salah  Nour (阿 

尔及利亚）， B ert  in  Pandi ( 中非共和国）， G ioacch ino  P o l i  men i ( 意大利〉， 

V ic to r  Raman i t  ra  ( 马达加斯加）， Simone Andree Rozes ( 法国）， Miguql A. 

Sanchez Mendez (奇伦 th 亚■), Abdel A ziz  Â bda llad  Shiddo ( 苏丹〉， Minoru 

Shikita  ( 日本〉和 Adolfo  Luis  Tamini ( 阿根廷)。

6 . 委员会下列成员未能参加本届会议； Hedi F e s s i  ( 突尼斯〉、 Jacek  

Kubîak (波兰）和Hama Mamoudou (尼日尔）。

经委会核可, 下列组织参加了本届会议；美国鶴戒协会、亚洲犯罪预防基金会、 

国际缓刑及假释作法发展基金针、促进有责任感地使用电脑基金会、国际关系 

高等学院(古巴）、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国际到事司法办事处和斯堪的纳维亚犯 

罪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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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下列国家浪观察员参加了本届会议：安母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 

利、比利时、破利维亚，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落麦隆、加拿大、乍得，智利，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 

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甸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 

列、意大利、0 本、肯尼亚、柯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摩洛骨、荷兰，新 

西兰，河曼、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塞 

拉利昂，西班牙，墙典，瑞士，泰国、岛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趣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 

圭和委内墙拉。

8 . 联合国秘书处下列机构浪代表参加了本届会议：法律事务斤，新闻部、社 

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麻醉药品司，人权中心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9 . 联合国下列机构和附属机构参加了本届会议：国际麻醉管制局，联合国 

管制麻醉品渡用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亚洲和远东预防犯 

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肖法研究所、联合国拉丁美洲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研究所，联合国赫尔辛基预防和控制犯罪研究所，联合国非洲区域预防 

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以及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

1 0 . 防止技视及保护少数小组要员会参加了本届会议。

1 1 . 两个专门机构派观察员参如了本届会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 

世界：0■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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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下列政府间组织漱观察员参加了本届会议2: 阿拉伯安全研究和培训中 

心，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国际刑事警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 

( 阿拉伯司法部长理事会)。

13. 下列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询地位的非政府姐织派观察员参加了本届会

议：

第一类: 国际妇女理事会、世界穆斯林联盟，国际职业妇女，世界青年大会。

第二类: 机场协会协调理事会、全印度妇女会议，大故国际，阿拉伯律师联合 

会、国际泛神教联盟、国际慈善社( 国际天主教慈善社联合会），残疾人国际、 

四方理事会、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霍毕德开j法改革联盟，国际法官协会、 

国际天主教儿童局，国际社会学、剂法及教感研究中心，国际法学家要员会、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国际成人教育理事会，国际人权联合会，国际高极警官联 

合会、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研究所、国际犯罪学学会，意 

大利a 结中心，医学妇女国际协会、大同协会、（天主教促进知识和文化事务 

国际运动〉（国际天主教学生运动）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和世界受，者学会。

名册: 国际儿童昧护协会、国际社会学协会、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声援受 

害者计划全国协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议事规则第79条指定可以参加理事会审议各该组织业务 

范围内的问趣的政府间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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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选举主廣团成员

1 4 .委员会在其2月5日第1次会议上以鼓举方式选出主义a 成员如下：

È,_ 塵_， Dusan Cotic  (南斯拉夫）

副主廣: Farouk A. Murad (沙特河拉伯〉

A lbert  L. 0. Metzger (塞拉利昂〉

Miguel A. Sanchez litendez (資伦比亚〉

振告员: Roger S. Clark  (新西兰）

1 5 . 委员会在其 2 月9 日第9 次会议上商定设立两个非正式工作组，分别由 

Albert L.O. itetzger(塞拉利昂)Farouk A. Murad (沙特阿拉伯)主持。

D . 绝

1 6 . 委员会2月5 日第1次会议上通过了文件E/AC.57/1990/1所载其第十一届会 

议的议程 < 见下文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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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一届会议议程

1 . 选举主团成员。

2 . 通过议程和组织事项。

3 . 方案拟订和其他事巧：

(a )  1988-1989两年期联合国犯暴预防和控制活动的进度振告,•

(b ) 1990-1991两年期工作方案；

(C)联合国区織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羞事会成员的提名。

4 .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舉犯待遇大会各项结论和建i义的执行情况<

5 . 艘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6 . 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7 . 委员会第十二屈会议的临时议程。

8 . 通过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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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委员会第i ~ - 届会议收到的文件

文件编号

E/AC.57/1990/1 

E/AC.57/1990/2

E/AC.57/1990/3

议程项目

2
3

4

E/AC.57/1990/4

E/AC.57/1990/5和 

Add.1-5

E/AC.57/1990/6

E/AC.57/1990/7

4

6

3

E/ÂC.57/1990/CRP.1 4

E/AC.57/1990/CRP.2 3 (b )

标题或说明

临时议程

联合国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的活动:秘书 

长的报告

为罪行和邀用权力行为受事者取得公理的基 

本原则宣言：

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犯罪预防和控制须域政府任命的国家 

通讯员网:秘书长的说明 

继续筹备第A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 

大会以及关于第A 届大会将要审议的，有关 

犯罪预防及剂事司法的所有斩的文书草稿， 

特别是关于第八届大会议程上的5个实质性填 

目:秘书长的振告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关于联合 

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 

方案的审查结果:秘书长的说明 

任命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 

成员：秘书长的说明

为罪行和潘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

本原则宣言

大会核可的1990-1991两年期方案预算(A/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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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57/1990/CRP.3 5

E/AC.57A990/CRP.4

E/AC.57/1990/CRP.5

E/AC.57/1990/L.1和

R ev.l

E/AC.57A990/L.2 

E/AC.57/1990/L.3 

和Add.1-5  

E/AC.57/1990/L.4 

和R ev .l和2

5

5

8

E/AC.57/1990/L.5和 

R ev.l

4

6/Rev. 1 )和方案和协调要员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的报告(A/44/16,第147-159段和Add. 1)捕 

要

防止侵犯各民族动产形武文化遗产罪行示范 

条约草案

关于预防犯罪战略手册草稿 

反贪污实用手册草稿 

要员会通过的议程

要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草稿

由David Faulkner(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Eugene J.H.Frencken( 比利时）， 

V asily  P. Ignatov(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Jorge A.Mcmtero Castro(晋斯达 

黎加〉、 Boirin  Pandi( 中非共和国）， 

v ic to r  Ramanitra ( 马达加斯加) 和Simone 

Andree Rozes( 法国）、 Miguel A .Saach^  

Mendez(青伦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Cheng Weiqui ( 中国）、 Roger S. Clark  (新 

西兰）、 Dusan C otic ( 南斯拉夫）、 Ramon de 

laC m z  Odioa(古巴）、 David Faulkner(大 

不列趣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V as ily  P. 

Ignatov(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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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57/1990/L.6 和 5

R ev.l

E/AC.57/1990/L.7 和 4

R ev.l

E/AC.57/1990/L.8 和 3

R ev.l

E/AC'57/1990/L.9 和 

Rev. 1 和2

4

Simone Anbree Rozes(法国〉、 Abdel A.A. 

Shiddo ( 苏丹)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Ramon de la  Cruz Ochoa(古巴）， 

Benjamin Migudl (坡利维亚），Jorge A. 

Montero Castro(哥斯达黎加）、 Miguel A. 

Sanchez SfendeZ(哥伦比亚）、 和Adolfo  L. 

Tamini ( 阿根廷) 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联合® 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 

执行情况会前工作组主席Minoru Shikita  

提出的决谈草案

由Dusan Cotic  ( 南斯拉夫）、 David Faul 

kner(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Ron 

a id  L，Gainer( 美种坚合众国）， V asily  P. 

Ignatov(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Jorge A. Montero Castro(青斯达黎加）、 

Git^cchino Pol imeni ( I t a l y ), V ic t lr  

Ramanitra( 马达加斯加）、 Sinm e  Andree 

Rozes(法 国 Abdel A.A.Shiddo( 苏丹) 、 

Minoru S h ik it a (日本) 和Adolfo  L. Tamini 

( 阿根廷)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R iœ r  S. C lark ( 新西兰）， Dusan Cotic  

( 南斯拉夫）， Trevov P. frank  De S ilv a  

( 斯里兰卡）， Davia Faulkner(大不列類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S ) 、 Ronald L.GainCT(美 

利坚合众国〉、 V asily  P.Ignatov(苏维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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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57A990/L.10 3

E/AC. 57/1990/L. 11 和 5
Rev.l

E/AC.57/1990A.12 和 6
Rev.l

E/AC.57A990A.13 5

E/AC.57A990A.14 6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Alber L.O.Metier 
塞拉利昂），Jorge A. Montero Castro(資 

斯达黎加）、 Simone Andree Kozes(法国）， 

Abdel A.A.Shiddo(苏丹)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David Faulkner(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Ronald Gaiiier(美利坚合众国）， 

Jorge A. Montero Castro(青斯这黎加）， 

Farouk A.Murad(沙特阿拉伯），Bevtir 
Pandi (中非共和国）、 Simcme Andree 
Rozes(法国K  Adolfo L. Tamini (阿根廷）

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Salah îfour(阿 尔 及 利 亚 B.Pandi (中非 

共和国〉和V. Ramani tra (马达加斯加)提出的 

决议草案

由Dauid FaulknCT(大不列戴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Ronald Gainer(美利坚合众国）、 

Farouk A. Murad(沙特阿拉伯〉和Minoru 
Shikita(日本），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EtigCTie Freneken(比利时》、Abdul Nasu 
tion(印度尼西亚)和Simone Amdree 
RozesC法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Ronald Gainer(美利坚合众国〉、Jorge 
A. Montero Castro(哥斯达黎加〉、Farouk 
Murad(沙特阿拉伯〉和Abdel A.A. Shiddo 
(苏丹)提出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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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57/1990/L.15 5

E/AC.57A990/L.16 4

E/AC.57A990/L.17 5

E/AC.57A990/L.18 5

E/AC.57/1990/L.19 5

E.AC.57A990A.20 5

E/AC.57/1990A.21 5

E/AC.57A990/L.22 5

E/AC.57A990A.23 5

E/AC.57A990/L.24 4

E/AC.57/1990/L.25 6

E/AC.57A990/L.26 5

E/AC.57A990/L.27 5

E/AC.57A990/L.28 5

E/AC.57/1990/L.29 5

E/AC.57A990/L.30 5

E/AC.57/1990A.31 5

E/AC.57A990/L.32 6

E/AC.57A990/L.33 5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秘书长关于决议草案E/AC. 57/L. 7/Rev. 1 

所涉方案频算问题的说明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庸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鹿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摩提出的决议草案 

秘书长关于决议草案E/AC. 57/1990A. 5所涉 

方案预其问题的说明

秘书长关于决议草案E/AC. 57A990/L. 14所涉 

方案预问题的说明

要员会主摩Dusan Cotic( 南斯拉夫)根振非正

式协商的结果提出的决议草案

秘书长关于决议草案E/AC.57/1990/L.12所涉

方案预其问题的说明

第一工作组主库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关于需要设立有效的

国际犯罪和司法方案的报告

第一工作组主库提出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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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57/1990A.34 6

E/AC.57/1990A.35 6

E/AC.57A990A.36 5

E/AC.57/1990A.37 5

E/AC.57/1990A.38 5

E/AC.57/1990/L.39 5

E/AC.57A990/L.40 5

E/AC.57A990/NG0/1 5

E/AC.57/1990/NG0/2 5

由Roger S .dark (新西兰）、David Faulkner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K  Ronald 

L.Gainer(美利坚合众国），Vasily P. Igna 

tov(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Farouk 

A. Murad (沙特阿拉伯）、Gioacchino Pol i 

meni (意大利）’ Simone Andree Ro:œs(法 

国）、Abdel A. A. Shiddo( 苏丹) 和Minoru 

ShikitaC曰本)提出的决谈草案 

由Roger S. Clark(新西兰），David Faulkner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Ronsald 

L. Gainer(美利坚合众国〉、Vasily P. Igna 

tov(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Farouk 

A.Murad(沙特阿拉伯）、Gioacchino Poli 

meni (意大利），Simone Andree Roœs(法 

国〉、Adel 义，义.5^<1(10(蒸丹) 和!̂ 110111 

Shikita(日本)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摩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谈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二 

类非政府组织一国际社会学、剂法和感化研 

究中心提出的声明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咨商地位的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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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57/1990/NG0/3 4

E/AC.57/1990/WG.1

E/AC.57/1990/WG.2 

A/CONF.144/11^.1,2,3, 5 

4,5

A/CONF.144/RPM.1 ,2 ,和 5 

Corr.1,3和Corr.1 ,4和 

Corr.1,5和Corr.1

第二类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声明：国际刑法协 

会 ，国际犯罪学学会，国际社会防护学会、 

国际犯罪学高等研究所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二 

类非政府组织--世界心理健康联合会提出的 

声明

联合国犯罪预防和开j事司法的标准及规范执 

行情况会前工作组临时议程 

会前工作组的振告

第八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区域 

间筹备会议的报告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区域 

筹备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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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各项建议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1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其第十一届会议期间，核准了三项渉及方案预算 

问题、将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并通过了涉及方案预算间题的三 

项决定和一项决议。 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 121 1 条，关于所涉方案 

预算问题的说明已提交给委员会。

2 . 所涉方案预算间题倚要列表如下，全郁说明则在倚表后面。

主 题 1991 1992 1993

决议草案

三 监 狱 教 育

m 执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的标准和 

规范

七领防犯罪领城的教育， 

培训和公众认识

委员会的决定

1 1 / 1 0 3 刑事司法电脑化

1 1 / 1 0 5 刑事司法的管理 

和判决政策的制 

定

( 取决于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

-  会议服务赛用： ~

-  $ 60, 300

其它赛用：

$ 4, 200

( 所需经费将载列于1992—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 ）

( 取决于技术合作方面预算外资源的获得情况） 

( 取决于技术合作方面预算外资源的获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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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1991 1992 1993

1 1 / 1 2 2 审查联合国在颜 

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方面的职能和 

工作方案

委员会的决议

( 取决于第八届大会的指导和大会的决定 )

( 取决于第八届大会的指导和大会的决定）11/3 审查联合国在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方面的职能和 

工作方案

一、关于监献教育Î巧题的决议草案三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A . 决议草案内的要求

3 . 根据决议草案三执行部分第5 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秘书长根据派算外

资源的提供情况：

( a ) 制定一. 监欲教育的准则和手册，为I 步发展监欲教育打下必要的基础， 

并方便各会员国就监禁制度的这一方面交流专门知识和经验Î

0 ^ )就监献教育这一主题召开一次国际专家会议，以便在各区域间和区域犯罪 

预防和刑事司法研究所，各专门机构以及其它有关的政府间組织和对经济 

与社会理事会享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下，拟定这一领械着眼于 

行动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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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与核可的工作方案的关系

4 . 该决议草案要求开展的活动归属于延长到1 9 9 1年的1984 — 1989年 

中期计划第2 1 章，方案 1 ( 全球社会发展问题）次级方案1 1 (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的各项准则和标准），其目标和战略在第21. 51和 21. 54段中慨述。 a

5.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方案《算 b 中与这些活动有关的是第8款 （关 

于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活动），方案构成部分9. 2 f 发展环境中的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业务活动产出

C . 执行要求的潘动

6 . 如果该决议草案所裁的要求得到通过，将寻求预算外资源，如能获得这种 

资源，则将着手制定一奈关于监献教育的准则和手册，并召开一次关于监狱教育问 

题的国际专家会议。

二、关于执行联合国派防犯罪和剂事司法的标准和 

规范的决议草案四所渉方案预算问题

7 . 根据 ;E/AC. 57/1990/L. 7/Re y. 1所载决议草案挑行部分第7段，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将授权犯罪颗防和控制委员会继续其每届会议前召开一个为期两天 

的会前工作组会议这一做法。

8 . 委员会的下一小为期两天的会前工作组会议将在定于1 9 9 2 年在维也纳 

举行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前召开。 工作组将有权获得联合国六种工作语文的口 

译服务。 实际口译需要将视五人工作组的构成而定》 将不需要会前或会期文件, 

但将需要约2 5页的一份会后文件。 此外，将需要向会前工作组的五名成员各自 

额外支付总共四天的每天生活津贴。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6 号》（A/37/6 )及 《同上，第 

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6 号》（A/43/16) 。

^ 《同上，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6 号 》 （A/44/6/Rev. 1 ) ,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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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增加的两天会议所需的全部赛用倍算如下:

1 9 9 2 年

维也纳 

(美元）
4 ■ I I

第 4 敦；

工作組五名成员的额外生活津贴 4, 200

第2 9 款

会议服务（四次会议：阿拉伯，中，英、法、俄、西文） 27, 100 

会后文件（2 5 页：阿拉伯，中、英、法, 俄、西文） 33, 200

共计 64, 500

1 0 . 如果该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将在 1 9 9 2 — 1 9 9 3 商年期方案慨算中为

会前工作组明天会议所需的额外生活津贴和会议服务拨款。

三，关于预防犯罪领域的教盲，培训和公众认识的 

决议章案七所涉方案《算问题

A . 决议草案七所载的要求

1 1 . 根据决议草案七执行部分第1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建议制定一项全面 

的工作方案，以便联合国在其政策，确立规范^作为交流中心和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等方面，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来处理国际社会当前在犯罪预防和则事司法领域遇到的 

各种问题。 该工作方案应该包括：

( a ) 制定课程设置和编写培训材料和手册的方案；

( ^ ) 促进协作性学术工作以及出版物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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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向提出请求的成员国和组织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 d ) 开发有关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等各方面的数据库Î

( e ) 制作视听教材和其他培训工具；

(f)促进在培训和教育方案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提供奖学金、进修金和参观 

考察赛用；

( g )同各研究中心和学术机构以及私营部门进行密切的合作。

1 2 . 根据同一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理事会将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步壞实施这 

些建议。

要求与工作方案的关系

1 3 . 该决议草案要求开展的活动将!^属于延长到1 9 9 1 年的 1984 — 1989 

年中期计划第2 1 章，方案 1 ( 全球社会发展问题）a 。

1 4 . 要求开展的活动属于1 9 9 0 — 1 9 9 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8 款 （关于全 

球社会发展问题的活动）。

15. 1 9 9 2 -  1 9 9 7 年中期计划建议将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项下列 

入 项 次 级 方 案 （颗防犯罪和则事司法标准和规范），其中的两项目标为：

( a ) 协助各国政府制订和执行领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Î

⑩促进这些标准和规范的传摆 和̂公众对它们的认i只。

1 6 . 决议草案要求的全面工作方案将在1 9 9 2 — 1 9 9 7 年中期计划上述拟 

议中的次级方案范围内加以制订，有关活动将在1 9 9 2 -  1 9 9 3 两年期及其后 

两年期的方案慨算中得到反映。

四、委员会关于刑事司法电脑化的第 

11/103号决定所涉方案颗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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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委员会第11/103号决定所截决议草案内的要求

1 7 . 犯罪® 防和控制委员会第1 1 / 1  0 3 号建议将题为 " 刑事肖法电脑化" 

的决议草案转交第八届联合国《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8 . 根据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 段，第八届大会将请秘书长与区城和区域间 

研究所网合作，通过下列办法加强全球性犯罪和刑事司法信患资料网：

( a ) 编写和分发适当的出版物、报告和新闻简报；

(財不断地组织各种区城和区城间会议，研讨会和讲巧班；

( C ) 保持个人和组织的最新名册，以作为国际技术合作基础结构的基础；

(< ! )通过利用电子信患网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络。

1 9 .根据执行部分第3 段，第八届会议将请秘书长同区城和区域间研究所网合 

作，制订刑事司法系统化和电脑化技术合作方案，以便提供培训、评佑需要情况《 

制订和实施具体项目，并就所取得的结果向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振告。

2 0 . 根据执行部分第4 段，第八届大会将进一步请秘书长成立一小国际专家组 , 

该专家组将得到技术合作部的支持，定期向秘书长报告，将有区械间代表参加，并 

负责下述事项：

( a ) 审查和评价各国在刑事司电脑化方面的经验；

( ^ ) 负责技术合作方案的制订事宜；

( 0 ) 监测技术合作方案的各项活动；

将可能从政府、政府间和私营部门各类捐助者处得到的资金和服务情况通 

知各成员国；

( e ) 将成员国对拔助的需要情况告知这类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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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同刑事司法领城私营都门的有关专家进行嗟商。

要求与核可的工作方案的关系

2 1 . 该决议草案要求开展的活动属于延长到1 9 9 1 年的 1984 — 19 8 9 年中 

期计划第2 1 章，方案 1 ( 全球社会发展问题）次级方案9 ( 发展环境中的《防犯 

罪政策），其目标和战略在第21，4 4和 21. 4 6段中慨述。 a

22 .  1 9 9 0 -  1 9 9 1 两年期方案预算b 中与这些活动有关的是第8 敦 （关 

于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活动），但在 1 9 9 0 - 1 9 9 1 年方案颈算第8 款项下没 

有为此制订方案。

C • 需要在核准的1 9 9 0 — 1 9 9 1 两年期工作方案中作的修改
■I I '■* I     ■■■■I I I 11 " ' 1—— ■ I ■■■'■ ■■■■■■■ ■■ I

2 3 . 秘书长将与有关研究所合作，为刑事司法的系统化和电脑化制订技术合作 

方案，以便提供培训、评佑需要情况和制订与实施具体项目，并通过执行该决议草 

案执行部分第2 段所列各项任务来加强全球性犯罪和刑事司法网络。 这个方案将 

根据技术合作资源和预算外资金的提供情况加以执行，对这些资金将根据决议章案 

执行部分第1段设法筹措。

24 . 在这个方案范围内，秘书长还打算设立上文第2 0 段所提的专家姐。 不 

过，秘书长认为，第 3 段所列各项职责是秘书处的职责。 因此，专家组将向秘书 

处提供咨询，而秘书处则负责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 段(a)至(e)小段所列各项任务。

2 5 . 因此，该决议草案如获通过，将根据上述理解予以执行。

五、委员会关于刑事司法的管理和判决政策的制定的 

第 1 1 / 1 0 5号决定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2 6 . 犯罪派防和控制委员会在其第1 1 / 1 0  5 号决定中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将题为"刑事司法的管理和判决政策的制定"的决议草案转交第八届联合国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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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2 7 . 根播该决议革案执行部分第1 3段 ，第八届大会将请秘书长：

( a ) 为刑事司法系统的电脑化开发个方案新颖的数摇库，以使之得以道用于 

其他会员国的系统；

(^)便利正在对其刑事司法系统的某些方面进行电脑化的管辖区同在这些方面 

较为先进的管辖区之间相互交流资料、经验和人员；

( 0 ) 分发关于这一领城中有关经验的资料；

( d ) 为完成这些任务提供充分的资源。

2 8 . 在这方面，提请理事会注意上文第四书•说明的委员会第1 1 / 1 0 3 号决 

定。 该决定中指出，秘书长将加强全球性犯罪和刑事司法信患资料网，并制订刑 

事司法系统化和电脑化技术合作方案，以便提供培训、评佑需求^制订和执行具体 

项目。 因此，一旦所规定的刑事司法电脑化建立起来，该决议草案所要求的活动 

可以进行。

29 . 该决议草案如获第八届大会通过，将根据上述理解和技术合作资源及领算 

外资金和提供情况加以执行。

六、委员会关于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 

职能和工作方案的第1 1 / 1 2  2 号决定 

所渉方案预算问题

3 0 . 犯罪颈防和担制委员会在其第1 1 / 1 2  2 号决定中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向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转交一项题为" 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的决议草案，其中载有建议大会予以通过的•一小决议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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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根据建i义大会通过的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段，大会将请秘书长与犯罪 

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主席协商，安排设立•一♦ 专家工作姐，根据预算外资金提供情况， 

进一步拟订犯罪颜防和控制委员会题为" 制定一项有效的国际犯罪和司法方案的必 

要性 " 的报告（ 990/31/Add. 1) 中提及的拟议中的国际犯罪和司法方案以 

及执行该拟议方案所需的机制，

3 2 . 根据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 段，大会将请各会员国召开一次首脑会议或 

部长级会议，审议拟议中的方案和发展拟议中方案的内容与结构所需的任何公约或 

其他国际文书，并考虑是否将该方案委托给秘书处的一个大单位或联合国的一小新

3 3 . 根据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 段 ，大会将请秘书长在召开首脑会议或部长 

级会议之前，立即采取行动，考虑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改为秘书处内具有适当 

方案的个新的大单位，并向最高级会议或部长级会议以及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3 4 . 目前，设立一•个专家工作组以制订拟议中的犯罪和司法方案所涉及的费用 

尚无法确定，须期第八届大会如果建议大会通过该决议草案，则还将同时就专家工 

作组的組成、任期和开会次数等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3 5 . 有了第八届大会提供的上述进一步指导意见，秘书长将能够通知大会该决 

议草案中设想设立这小专家工作组事所涉方案领算问题。

七、委员会关于审查联合国在频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 

职能和工作方案的第1 1 / 3 号决议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3 6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員会根掘其第1 1 / 3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 •致核 

准委员会题为" 制定一项有效的国际犯扉和司法方案的必要性" 的报告（Ü/1990/ 

31/Ad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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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根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 ，委员会建议第八届联合国颈防犯罪和罪犯待 

遇大会在其牆时议程项目3 ( 议题1 ) 项下审议该报告。

3 8 . 报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4 段，委员会建议，第八届大会在审议该报告后赞 

同其各项建议并为这些建议的执行提出必要的行动建议，并应特别考虑：

( a ) 设立专家組进一步制订拟议中的方案和执行方案所需的机制；

( b ) 召开一小首脑会议或部长级会议，审议拟议中的方案和发展其内容与结构 

所需要的任何国际文书；

( C ) 为拟议中的方案设立必要的组织结构，包括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改为 

秘书处的一小大单位或者设立一小联合国新机构。

3 9 . 目前，设立一小专家工作组和召开一次首脑会议或部长级会议将涉及的费 

用尚无法确定， ® 期当第八届大会审议委员会报告（ 1990/31/Add. 1) 中 

所载的各项建议时，它如果决定建议联大设立一专家工作组和召开首脑或部长级会 

议，则同时将会就该专家组的组成、其任期、其会议或首脑或部长级会议会期长度 

以及会议时间和地点等事项提供I 步指导意见。

4 0 . 有了第八届大会提供的I 步指导意见，秘书长将可就该决议所设想的设 

立一专家工作组和召开次首脑或部长级会议所涉及的方案预算问题通知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