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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在第 2/1 号决定中决定，为支助

定期审查公约执行情况，1 应特别针对下述专题收集资料： 

 (a) 洗钱（公约第 7 条）； 

 (b) 侦查跨国有组织犯罪案件（第 19、20、26 条）； 

 (c) 保护证人和被害人（第 24 和 25 条）； 

 (d) 国际执法合作（第 27 条）； 

 (e) 预防措施（第 31 条）。 

2. 本报告是向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提交的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分析报告的

增订版。本报告概要介绍并分析了秘书处收到的对有关调查表和清单的所有答

复（关于清单的更多情况，见 CTOC/COP/2008/2）。本报告还载有一些信息，

其中强调了在实现公约所规定要求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各国在执行这些条款方

面遇到的困难。许多国家还提供了相关立法副本（见附件一）。其答复已在起

草本报告时收到并已反映在本报告中的国家的名单载于附件二。应当指出，在

没有收到增订答复的情况下，即假定以前提交的答复仍然有效。 
 

二. 据报告各国为执行所审议公约条款而采取的行动的概况 
 
A. 打击洗钱的措施 
 
1. 国内措施 
 
(a) 将清洗犯罪所得定为刑事犯罪 

 
3. 根据公约第 6 条将清洗犯罪所得定为刑事犯罪已在第一个报告周期涉及

（见 CTOC/COP/2005/2/Rev.2）。2 
 

(b) 建立国内管理和监督制度 
 
4. 公约第 7 条（打击洗钱的措施）第 1(a)款要求缔约国建立国内管理和监督

制度，以便制止并查明各种形式的洗钱。这一制度应适用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

机构，并在适当情况下适用于其他特别易用于洗钱的机构。公约及其各项议定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摩洛哥除在第一个报告周期对调查表作出答复之外，还表示，此类立法进行审议当中，尚未

通过。阿塞拜疆在第一个报告周期说，其立法未将清洗犯罪所得定为刑事犯罪，但在第二个

周期的调查表中仅对国际合作打击洗钱的部分作了答复。波兰在第一个报告周期的调查表中

答复说，其国内立法将清洗犯罪所得定为刑事犯罪，但在第二个报告周期未就洗钱问题作进

一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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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谈判正式记录（准备工作文件）3 的解释性说明指出，第 7 条中“其他机构”

几个字可理解为包括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在某些法域中可包括股票经纪公司、

其他证券交易商、货币兑换局或货币经纪商。 

5. 大多数国家（除乍得、摩洛哥（即将立法）和多哥（即将立法）外）报告

有此类制度，并提供了其详细内容。4 多数国家表示，其国内制度适用于银行和

金融机构（澳大利亚、贝宁、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科特迪瓦、克罗

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爱沙尼亚、德国、危地马拉、爱尔兰、约旦、约旦、马

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缅甸、新西兰、挪威、巴拿马、巴拉圭、波

兰、葡萄牙、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塞尔维亚、5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

牙、瑞典、瑞士、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津巴布韦）。 
 

(c) 管理制度的具体要求 
 

6. 公约第 7 条第 1(a)款要求，管理制度应是综合性的，应强调验证客户身

份、保持记录和申报可疑交易。根据解释性说明，“可疑交易”可理解为包括

与客户的商业活动不符的不寻常交易，超出市场正常接受限度的不寻常交易，

或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且可构成非法活动或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不寻常交易。6 
 

验证客户身份 
 
7. 对该问题作出回答且已有相关立法的所有国家均表示，其国内立法确实按

照公约规定要求验证客户身份。不过，对此类验证的要求在性质和范围上各有

不同。多数国家要求利用相关证件和核实办法验证自然人和法人的身份。澳大

利亚解释说，关于在“现金交易商”处开立账户的要求，一旦达到限额（换言

之，贷方余额超过 1,000 澳元或 30 天内贷记总额超过 2,000 澳元），“现金交

易商”必须查明和核实客户的身份并保持此过程的记录。此外，要求报告实体

必须查明进行大额现金交易的客户（起点是 10,000 澳元）。厄瓜多尔和俄罗斯

联邦报告说，任何交易都必须验证客户身份，无论性质如何、客户为谁或数额

大小。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表示，银行一般有责任按照“认识客户”的原则熟

悉其客户，加拿大金融情报机构的指导方针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一些国家提交

了详细资料，在这些国家中，几乎总是在建立业务或商业关系之初就要求验证

客户身份，通常是在开立账户时进行验证。一些国家另外要求验证常客户或固

__________________ 

 3 《关于谈判拟订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准备工作文件》（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V.5），第 73 页。 

 4 在该项答复中，一些国家就有关的国家金融情报机关作了答复。第 15 段论及这些答复。 

 5 2006 年 6 月 3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接替。对第二报告周期公约

执行情况调查表的答复是在此之前提交秘书处的，因而反映了前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家状

况。 

 6 《……准备工作文件》，第 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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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客户的身份。7 德国和拉脱维亚表示，当申报机构接受客户的资金或贵重物品

代为保管时，也要求验证客户身份。马来西亚表示，在建立或进行业务关系

时，申报机构需要查明账户持有人的身份，既包括以其名义进行交易的人的身

份，也包括交易受益人的身份。一些国家还报告说，若交易数额超出了某一限

额，则要求验证身份，该限额一般相当于 10,000 至 15,000 欧元。8 在某些国

家，以外币进行的交易须进行身份验证，有洗钱和（或）资助恐怖主义嫌疑的

交易也须进行身份验证（比利时、捷克共和国、芬兰、拉脱维亚、挪威、秘

鲁、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 
 
记录保持 
 
8. 除布隆迪之外，对该问题作出回答的国家均表示，其国内立法要求保持记

录。一些国家表示，一般必须保持业务记录和会计记录（捷克共和国、厄瓜多

尔、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突尼斯）。意大利和拉脱维亚报告说，此类记录

必须在国家金融情报机构的中央数据库备案，而印度尼西亚表示，没有这类中

央数据库。关于记录本身，一些国家明确要求，客户的有关资料由相关机构保

持。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指出，记录保持使其当局能够收集惯常交易商及其银

团的信息，并便利采取共同的后续行动。 

9. 大多数国家表示，这类记录保留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销毁。其中多数国家报

告说，在业务或商业关系或交易终止后，或 后一笔交易的日期之后，须将记

录保持 5 年。10克罗地亚具体说明，申报机构须将此类记录保持 5 年，但克罗地

亚金融情报机构须将记录保持 10 年。哥伦比亚和乌拉圭报告说，记录须保留 10
年。德国和马来西亚报告说，记录须至少保留 6 年。尼日利亚和斯洛伐克指

出，其国内立法规定有义务将记录至少保持 5 年。西班牙表示，所有涉及交易

和身份验证的文件均须保持 6 年，在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保持更

久。瑞典指出，在关系终止后，涉及客户身份验证的文件须保持 5 年，但其会

计法规定，法人须将交易记录保持 10 年。意大利报告说，所有资料均须在 30
日之内在中央数据库备案，并保留 10 年；墨西哥和突尼斯也表示，保持记录的

期限为 10 年（自账户结束之时起）；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表示，期限为交易之

日起 10 年；斯洛文尼亚表示，期限从获得这类记录起算为 12 年。俄罗斯联邦

没有指出保持这类记录的具体期限，但报告说须不晚于进行交易日期之后的营

__________________ 

 7 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埃及、芬兰、德

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意大利、科威特、毛里求斯、墨西哥、缅甸、新西兰、挪威、秘

鲁、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突尼斯、土耳其、美国和津巴布韦。 

 8 比利时、保加利亚、科摩罗、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

新西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 

 9 阿尔及利亚、芬兰、危地马拉、意大利、拉脱维亚、秘鲁、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

西班牙、瑞典和突尼斯。  

 10 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克罗地亚、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洪都拉斯、

爱尔兰、摩纳哥、缅甸、新西兰、挪威、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斯洛伐克、泰国、土耳

其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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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日向经授权机构提交文件。 
 
申报可疑交易 
 
10. 绝大多数作出答复的国家说，其国内管理和监督制度要求易被利用进行洗

钱的机构按照公约规定申报可疑交易。只有阿富汗报告说，阿富汗没有此类要

求，但未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资料。一些国家（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厄瓜多

尔、芬兰和突尼斯）表示，所有可疑交易均须申报，但未具体说明怀疑理由的

标准。作出答复的国家大多提供详细资料说明了这类可疑交易的性质和要求向

国家金融情报机构或其他有关部门申报的标准。一些国家还提到有关这个问题

的具体立法。 

11. 在确定交易的可疑性质的标准中，一些国家（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爱尔兰、墨西哥、巴拿马、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提及

了不寻常客户或非惯常客户进行的交易以及不寻常活动。澳大利亚指出，可疑

交易通常包括应予考虑的几个因素（如交易性质和已知的商业背景或交易相关

人士的表现）。贝宁专门提及公约准备工作文件的解释性说明。哥伦比亚认

为，可疑交易通常是除其他外其性质或地点与有关人士的经济活动不符并引起

对非法来源的怀疑的交易。在涉及经常客户的交易中，印度尼西亚报告说，怀

疑的标准还包括与相关客户的情况、特点或通常模式不符的金融交易，以及客

户所进行的、其方式依据常理有逃避申报之嫌的交易。除其他国家外，刚果民

主共和国、秘鲁、西班牙、瑞典和美国也表示，固定客户的反常活动或交易的

反常数额是引起怀疑的一个要素。泰国认为，交易性质复杂、交易以与通常进

行类似交易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易缺乏合理的经济理由或有规避反洗钱法嫌疑

或与上游犯罪有关联时，交易为可疑交易，而不管交易进行一次或超过一次。

俄罗斯联邦提供了一个可疑交易事例清单。德国指出可以实行（罚款形式的）

行政制裁，以便提醒客户或公共机关以外的当事人提交可疑交易报告。此外，

1993 年以来，德国撤销了三个金融服务机构的许可证，部分原因就是不申报。 

12. 至于交易本身，一些国家报告了须作申报的起始数额。罗马尼亚表示，

1000 欧元及以上的任何交易须作申报。克罗地亚说，涉及数额超过 14,000 欧元

的交易须进行身份验证，超过 27,000 欧元的交易须在 3 日内转报国家金融情报

机构。摩纳哥报告说必须对 100,000 欧元或以上的交易进行审查。西班牙表示，

其关于洗钱的法律的执行法令规定，对某些交易应逐月申报，其中包括数额超

过 30,000 欧元的交易和涉及某些特定国家的交易。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申报的存

款限额为每笔交易 10,00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波兰指出一个机构若从客户收

到执行数额超过 15,000 欧元的交易的指令，应当将该交易记录在案。还有一些

国家表示，引起一般怀疑的交易均须申报。危地马拉举例说明，经常进行的交

易，若在经济或法律上没有明显的依据，则必须进行申报，即使数额不大。西

班牙也提及了在经济上、职业上或商业上无正当理由的交易。印度尼西亚提到

了涉及据合理怀疑为犯罪所得收益的资产的交易。意大利报告说，其反洗钱法

规定，令人认为所涉金钱、资产或利润可能来自故意犯罪的每项交易均须向业

务领导报告，业务领导必须毫不迟延地通知国家金融情报机构，如有可能，在

交易进行之前发出通知。拉脱维亚表示，不寻常交易的一些要素可用作洗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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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洗钱的证据，这些要素的清单包括达到哪些标准即应通知有关部门。同

样，斯洛伐克也报告说，有一份用来确定可疑客户和交易的各项标准的清单，

可对其进行调整，以反映洗钱办法的变化情况。 

13. 多数国家表示，此类交易须向有关的金融情报机构申报，而阿尔及利亚报

告说，可疑交易须通知检察机关。捷克共和国说，此类交易向财政部报告。爱

沙尼亚表示，应向国家金融情报机构报告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的嫌疑但正在对

案件进行评价的公证人、审计员和辩护律师则是例外。马耳他指出，有关怀疑

应当尽快通报，但必须在第一次产生怀疑后 3 日内通报。突尼斯指出，申报机

构如果忠实地履行了义务，则免受起诉或免于承担民事责任。一些国家就履行

申报义务的时限提供了具体的资料。其中克罗地亚报告说，有关资料应在 3 日

内送交国家金融情报机构；意大利（如上文第 12 段所述）和拉脱维亚表示，须

“毫不延迟地”对此类交易进行申报。斯洛文尼亚说，涉及申报义务的资料须

毫不延迟地转交国家金融情报机构，且须在接到索取此类资料的请求后 15 日之

内转交，而秘鲁表示，申报时限为 30 日。芬兰进一步报告说，对有非法表现嫌

疑的交易应予暂停并向洗钱信息交换所报告。 

14. 一些国家（比利时、保加利亚、智利、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德国、

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新西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表示，对违反申报要求的处以罚款或其他处

罚。中国报告说，在 近通过反洗钱立法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 2007 年对

4,533 家金融机构中的 350 家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不遵守申报义务现象。加拿

大报告说，金融情报机构可将不遵守申报义务的案件提交给适当的执法机关，

对未申报某一规定交易的将处以罚款。智利、埃及、加蓬、缅甸、挪威、秘

鲁、泰国、土耳其和联合王国表示，未遵守申报要求的可处以监禁和（或）罚

款。 
 

(d) 国家一级的合作：金融情报机构 
 

15. 公约第 7 条第 1(b)款要求缔约国确保行政、管理、执法机关和其他负责打

击洗钱的当局能够在国家一级展开合作和交换信息。要求缔约国为此目的考虑

建立金融情报机构，作为一个国家级中心，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潜在的洗钱

活动的信息。 

16. 绝大多数国家表示，已经就国家一级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作出规定。阿富汗

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并进一步详细说明，此类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实施起

来极为困难。科摩罗也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详情。此

外，几乎所有国家均表示有某种形式的金融情报机构，或另外某种相关机构，

其任务是在国家一级处理有关洗钱的信息。乍得、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科摩罗指出没有此类机构。 

17. 各国金融情报机构的体制基础各不相同。一些国家表示，这些机构附属于

中央银行（阿富汗、中国、危地马拉、意大利和突尼斯）；设在财政部或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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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报告（贝宁、11 马耳他、大韩民国、斯洛文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设在检察机关或调查局（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波兰强调

其金融情报机构拥有业务自主权和独立性。捷克共和国和厄瓜多尔提供了这方

面的几个主管部门的名单。多数国家报告说，有关金融情报机构收集按申报义务

提交的资料，或独立查找资料，并在各部和政府机关之间做联络工作（例如，比

利时、加蓬、意大利、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南非和西班牙）。此外，某些国

家还报告说，此类机构有责任收集有关资料并保持记录（见上文第 8 段）。 
 

(e) 涉及现金和流通票据跨国界流动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18. 公约第 7 条第 2 款要求缔约国考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调查和监督现金和

有关流通票据通过本国国境流动的情况，但须有保障措施以确保情报的妥善使

用且不致妨碍合法资本的流动。 

19. 多数国家报告说，已经针对现金和流通票据的跨国界流动采取了措施。有

四个国家（白俄罗斯、摩洛哥、塞内加尔和波兰）未作回答，另有一些国家

（阿富汗、比利时、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包括澳门特别行政

区）、科摩罗、芬兰、瑞典、泰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了否定的回答，但

未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资料。 

20. 在报告采取了此类措施的国家中，一些国家提及了关于现金和流通票据流

入和流出国境的海关法规和条例，以及应予申报信息的具体标准和起始点。12

澳大利亚要求申报 10,000 澳元或以上或相当外国货币转入或转出本国的情况。

加拿大表示，货币或货币单据出入本国须经披露的，如未作申报，将予以没

收，但若此类资金没有涉及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的嫌疑，则交付罚款后可以取

回。智利和德国也表示，现金和流通票据在 15,000 欧元以上的须进行披露。德

国还指出，如果有事实显示该资金来自犯罪活动，海关官员 长可将资金扣留 3
天。马耳他指出，任何人进出本国国境并携带相当于或超过大约 11,500 欧元现

金必须对该数额加以申报。摩纳哥解释说，任何款项超出 7,600 欧元在进出国境

时必须进行申报。尼日利亚披露说资金申报是强制性的，但并不禁止旅行者携

带资金。菲律宾指出，将 10,000 美元以上或相当数额带入或带出国境的每个人

须书面申报，并提交资金来源和目的等信息。俄罗斯联邦要求带入金额超过

10,000 美元等值的须提交书面海关申报；至于带出资金，超过 3,000 美元等值的

金额须向俄罗斯海关当局申报。同样，乌拉圭要求资本跨国界流动价值超过

10,000 美元时须作申报。一些国家（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秘鲁和葡萄牙）报

告了海关行政部门或管制部门向国家金融情报机构申报的具体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 

 11 贝宁的金融情报机构由财政部下一名专员牵头。 

 12 中国（大陆）、克罗地亚、埃及、爱沙尼亚、德国、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毛

里求斯、墨西哥、缅甸、新西兰、挪威、秘鲁、葡萄牙、南非、西班牙、土耳其、美国和津

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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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合作 
 

21. 公约第 7 条第 1(b)款要求，行政、管理、执法机关和其他负责打击洗钱的

当局应能够开展合作和交换信息，这一要求既适用于国家一级（见上文第 15
段）也适用于国际一级。 

22. 上文谈及了全国协调的问题，而公约进一步要求，有关当局应能够在国际

一级开展合作。塞内加尔、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多哥对此问题未作回

答，阿富汗和乍得明确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未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其余国

家表示，在其法律操作框架下确可进行这类合作，其中多数国家提供了这类合

作的详细资料。多数国家提及了关于这类合作的一般和具体的法律条文，并报

告说，主管的国家金融情报机构可进行这类合作。科摩罗表示，尽管有授权立

法，但由于政治制约因素，没有在国际一级确立这类实质性合作。科特迪瓦强

调本国参加了信息交换领域的合作事宜。加蓬提及与联合国的联系和持续合

作。突尼斯等国进一步表示，其国家金融情报机构可以同国外的对应机构签订

谅解备忘录，条件是这种备忘录要做好专业保密，且仅涉及预防和制止有关犯

罪行为。 

23. 公约第 7 条第 4 款要求缔约国努力为打击洗钱而发展和促进司法、执法和

金融管理当局间的全球、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合作。 

24. 许多国家报告说，在各级和各主管当局之间存在着打击洗钱的合作机制；

但一些国家（阿塞拜疆、科摩罗、科特迪瓦、科威特、摩洛哥、波兰、塞内加

尔、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多哥）未作答复，有五个国家（阿富汗、乍

得、巴拿马、斯洛文尼亚和乌拉圭）答复说，没有此类合作机制，也未提交进

一步的详细资料。塞尔维亚和黑山 5仅表示，此类合作由司法部主管。其余作出

答复的国家作了肯定回答，其中大多提供了关于现有合作机制的详细情况。 

25. 多数国家表示，它们是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13 金融情报机构埃

格蒙特小组 14 或欧洲理事会评估反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保加利

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一些

国家报告说，参与了区域或分区域机制，包括通过欧洲警察局和欧洲司法组织

在欧洲联盟进行的合作，亚洲—太平洋洗钱问题小组和非洲或拉丁美洲区域性 

__________________ 

 13 例如，阿尔及利亚（中东和北非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成员）、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

中国（作为观察员）、芬兰、德国、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秘鲁（南美洲反洗钱金融行

动特别工作组成员）、葡萄牙、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和土耳其。 

 14 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秘鲁、葡萄

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2006
年 6 月 3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接替。对第二报告周期公约执行

情况调查表的答复是在此之前提交秘书处的，因而反映了前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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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15 多数国家还表示，按照具体的谅解备忘录开展了双边合作。 
 

B. 关于侦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措施 
 
1. 国内措施 
 
(a) 特殊侦查手段 
 

26. 公约第 20 条（特殊侦查手段）第 1 款要求缔约国允许其主管当局在其境内

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以及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监视和特工行动，以有效

地打击有组织犯罪。上述要求须视各缔约国法律系统基本原则、各缔约国的能

力及其国内法律所规定的条件而定。 

27. 多数作出答复的国家 16 报告说，其立法允许主管当局使用控制下交付、电

子或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以打击有组织犯罪。乍得、科摩罗、刚果、

埃及、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突尼斯报告说，其立法不

允许使用上述任何侦查手段。危地马拉表示，一项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案

不久即将生效，将允许遵守公约各项条款。在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国，只允许进

行特工行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摩纳哥、塞尔维亚和泰国，允许进行控制下

交付及电子和其他形式的监视。摩纳哥还解释说，特工行动受即将生效的刑事

程序法管辖。厄瓜多尔和大韩民国报告说，在第 20 条第 1 款所提及的特殊侦查

手段中，只准许使用控制下交付。在墨西哥，只准许使用电子和其他形式的监

视。尼日利亚仅提供了有关电子监视的资料，例如使用邮件扫描器。在秘鲁和

塞拉利昂，准许使用控制下交付和进行特工行动，但不允许使用电子和其他形

式的监视。此外，秘鲁表示，按照规定，这些侦查手段仅用于打击非法贩运毒

品。中国报告说其麻醉品管制当局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执法当局合作，2007 年

利用控制下交付手段，成功地侦破了发生在金新月地区的几起走私毒品案件。 

28. 关于许可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法律许可的来源，各国在报告中提及了侦查

法（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津巴布韦）、打击有组织犯罪法（阿尔及利亚、中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墨西哥和土耳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奥地利、比

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荷兰、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

__________________ 

 15 喀麦隆、加拿大、中国（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芬兰、格鲁吉

亚、德国（欧洲理事会、欧洲警察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区域性刑事事项法律互助条

约）、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墨西哥、新西兰（亚洲-太平洋洗钱问题小组）、葡萄牙、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 

 16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仅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包括澳门特

别行政区）、哥伦比亚、科特迪瓦、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加蓬、格鲁吉亚、德

国、爱尔兰、意大利、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马达加斯加（有待通过）、马来西

亚、马耳他、毛里求斯、缅甸、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拉圭、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土耳其、联合王国、美国、乌拉圭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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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控制下交付，提及了关于药物管制和洗钱问题的立法（加拿大、科特

迪瓦、秘鲁和土耳其）。一些国家强调说，执法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出于善意做

出违法行为的，不能免予追究责任，因此这类行为需要法律许可，而另有国家

（新西兰、挪威和美国）表示，使用特定的侦察手段（控制下交付和（或）特

工行动）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许可为依据，但不受法律禁止，并已得到国家法

院判例的认可。 

29. 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强调说，使用特殊侦

查手段需遵循辅助原则和适度原则：应当只有在侦查严重犯罪时，且只有在无

法采用其他侦查办法达到相同结果的情况下，才使用这类手段。加拿大强调

说，执法活动，包括使用特殊侦查手段，都遵循内部警察政策和行为守则，并

接受司法审查，若发生滥用程序和其他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法庭可暂停对被

告的诉讼。瑞典报告说，2008 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监督秘密胁迫性手段的

使用情况。对于特工行动，一些国家强调说，教唆他人实施所侦查的犯罪行为

是不允许的，可追究执法警官的刑事责任。 

30. 许多国家报告说，使用其中某些手段，17 须事先经预审检察官或法官授

权。警察机关或其他执法机关提出书面请求后可获得此类授权，在某些情况

下，授权有时间限制（例如，在斯洛伐克，电子监视的授权期限为 6 个月）。

一些国家提供了关于紧急程序的资料，按照紧急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可在事

后补办授权。尼日利亚的程序规则未在任何具体立法中涵盖。 
 

(b) 鼓励与执法当局合作的措施 
 

31. 公约第 26 条（加强与执法当局合作的措施）第 1 款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

施，鼓励参与或曾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个人为主管当局侦查和取证提供有用

信息，并为主管当局提供具体的帮助，剥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所得。第 26
条第 2 和第 3 款特别要求缔约国考虑，对于在公约所确立的罪行的侦查或起诉

过程中提供了实质性配合的人，规定减轻处罚和免予起诉的可能性。 

32. 阿富汗、比利时、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

主共和国、芬兰、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和瑞典报告

说，本国没有鼓励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人与执法当局合作的措施。芬兰和瑞

典强调说，只有在罪犯曾试图防止、补救或限制其犯罪的有害后果的情况下，

才能考虑承认有减轻情节。 

33. 除马来西亚和摩洛哥以外，其他作出答复的所有国家均确认，其立法规

定，向执法机关提供了实质性配合的，可减轻处罚。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关于

减轻情节的一般性条款中（例如，在拉脱维亚、缅甸、挪威、葡萄牙和土耳

其），或在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单行法条文中有上述规定（例如，在墨西哥和突

尼斯，这两个国家提及了其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洗钱的法律）。 
__________________ 

 17 控制下交付（格鲁吉亚、缅甸和斯洛伐克）、电子监视、用跟踪装置进行监视或违反住所不

可侵犯、通信或私人谈话保密等基本公民权的监视（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德国、墨西哥、

新西兰、斯洛伐克和美国）、特工行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德国和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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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些答复就何谓“实质性”配合提供了详细资料：这类配合应是预防了进

一步犯罪或促成侦破犯罪、逮捕罪犯和收集证据，而用别的办法就不可能做到

这些。土耳其提及了其刑法中关于有效悔罪的条款，并说明，该条款包含了在

展开调查之前或实施犯罪之前所提供的合作，其后判处该犯罪分子缓刑一年。

一些国家表示，法官在量刑时将配合情况考虑在内，将针对每个案件评价所提

供信息的重要性及其对侦破犯罪所起的作用。 

35. 至于对配合的犯罪分子免予起诉的可能性，报告的较少。（除没有措施鼓

励犯罪分子合作的国家之外）奥地利、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

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加蓬、格鲁吉

亚、意大利、马来西亚、摩纳哥、挪威、巴拿马、巴拉圭、葡萄牙、大韩民

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多哥和乌拉圭也表示，本国不可免予起诉。爱沙尼

亚和斯洛文尼亚表示，如果在侦破和起诉严重犯罪的重要性和起诉合作的犯罪

分子的重要性之间达到了平衡，才会做出免予起诉的决定。爱沙尼亚表示，仅

对轻罪（即不属于公约所确立的罪行）或处罚低于一定限度的罪行才可免予处

罚。澳大利亚解释说，减轻处罚或准许免予起诉必须是司法利益所需要的，此

外，某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贝宁指出，对刑事制裁不可予以豁免。加拿大报

告说，按规定，免予起诉属于检察机关的酌处权问题，在每个案件中视检察机

关认为适当的限度或条件而定。波兰报告说，如果合作实质性的几个条件得到

满足，公诉人有义务在 14 天内就中断程序作出决定。俄罗斯联邦解释说，对轻

微或中度严重罪行负责的初犯凡自愿认罪、协助侦破犯罪、对所造成损失作出

赔偿或以其他方式对犯罪造成的损害给予弥补的，并考虑到真正悔罪不再对社

会造成威胁，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2. 国际合作 
 
(a) 联合调查 
 

36. 公约第 19 条（联合调查）要求缔约国考虑就一国或多国侦查、起诉或审判

程序事由的事宜，缔结关于建立联合调查机构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如无这类协

定或安排，第 19 条还鼓励缔约国在个案基础上进行联合调查。 

37. 多数作出答复的国家 18 表示已缔结协定，便利对严重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案

件依据双边或多边协定展开联合调查，如无此类协定，则在个案基础上进行联

合调查。阿富汗、比利时、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科摩罗（没有在个案基础上展开联合调查的具体立法）、危地马拉、马

拉加斯加（相关立法将在 2008 年底批准）、墨西哥、摩纳哥、秘鲁和泰国报告

说，它们在建立联合调查机构和在个案基础上进行联合调查方面均无实际经

验。不过，智利报告说，调查的灵活性允许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墨西哥表

__________________ 

 18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利利、白俄罗斯、贝宁、保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中国、厄

瓜多尔、芬兰、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毛里求斯、缅甸、挪威、巴

拉圭、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多哥（对在个案基础上开展联合调查未

作答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联合王国、美国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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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国内法律框架允许在国际一级对调查进行协调。秘鲁报告说，其金融情

报机构可在与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调查和信息交流中进行合作。 

38. 一些作出答复的国家 19报告说，只有依据它们在这方面所缔结的协定和安排，

才能进行联合调查，若无协定，不能为个别案件进行联合调查。还有国家 20表示，

在该领域没有缔结协定，但其国内法律框架允许在个案基础上进行联合调查。 

39. 各国报告说，其国内刑事调查法（葡萄牙和瑞典）、法律互助法（印度尼

西亚、缅甸和南非）或刑事诉讼法（突尼斯）许可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

就个别案件展开联合调查。其中许多国家表示，对另一个国家提出的联合调查

请求，按对待法律互助请求的方式予以考虑和处理。21 

40. 许多国家报告说，其与邻国缔结的双边警察合作和法律互助协定和安排对

进行联合调查和设立联合调查组作了规定。例如，加拿大和美国提供了有关其

边境统一执法队的资料，这些执法队是为协调一致打击跨边境犯罪活动而设立

的，与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有合作伙伴关系。 

41. 许多国家还提及了授权或规定进行联合调查的区域性条约，如订立《欧洲

联盟成员国刑事事项互助公约的欧洲联盟理事会法案》，22 以及根据《欧洲联

盟条约》K.3 条草拟的关于海关行政部门进行互助与合作的公约、23 欧洲联盟委

员会关于联合调查组的第 2002/465/JHA 号框架决定、24 北欧警察首长合作协

议、《美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意见相近的成员

国签订的刑事事项法律互助条约。澳大利亚提到可以与联合国某些公约的其他

缔约方在个案基础上进行联合调查。 

42. 此外，还提及了欧洲警察局、欧洲司法组织、北欧警察合作网、东盟和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等区域性网络和组织在促进会员国跨边境调

查协调中的任务授权和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多数作出答复的国家强调了国际

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的作用。 
 

(b) 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 
 

43. 第 20 条（特殊侦查手段）第 2 款鼓励缔约国在必要时为在国际一级使用特

殊侦查手段而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在没有使用特殊侦查

__________________ 

 19 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加蓬、德国、马来西亚、荷兰、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黑山、斯洛

伐克和土耳其。（2006 年 6 月 3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接替。对

第二报告周期公约执行情况调查表的答复是在此之前提交秘书处的，因而反映了前塞尔维亚

和黑山的国家状况。） 

 20 哥伦比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巴拿马和乌拉圭。 

 21 关于缔约国提供法律互助的法律框架的资料载于 CTOC/COP/2005/2/Rev.2 号文件。 

 22 《欧洲共同体公报》，C197，2000 年 7 月 12 日。 

 23 《欧洲共同体公报》，C 24，1998 年 1 月 23 日。 

 24 《欧洲共同体公报》，L 162/1，2002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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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协定的情况下，鼓励缔约国在个案基础上作出使用此类手段的决定，同

时考虑到关于行使管辖权的财务安排和谅解。 

44. 报告允许在国内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多数国家表示，也为在国际上使用此

类手段作了规定，有的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有的则以个案为基础。在报告

其国内允许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国家中，只有阿富汗、埃及、爱沙尼亚、秘

鲁、塞拉利昂和泰国表示不允许在国际一级使用此类手段。阿富汗表示，尽管

法律允许经过其领土进行控制下交付，但由于缺乏此类双边或多边协定，这种

可能性并未付诸实施。科摩罗没有报告在国际一级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情况。 

45. 关于所缔结的在国际上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协定和安排，多数国家在报告

中提及了关于警察合作和法律互助的双边和区域性协定，都是在回答关于联合

调查的问题时提到的（见上文第 36-42 段）。这些国家表示，它们为进行控制

下交付、特工行动和跨边境监视提供了依据。此外，还提及了黑海经济合作组

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南部非洲警察局长区域合作组织在其内部缔结的有

关谅解备忘录与合作备忘录。一些国家还提到了为打击毒品贩运、洗钱和资助

恐怖主义而缔结的合作协定。 

46. 许多国家表示，应另一国家的请求使用特殊侦查手段属于法律互助的一种

形式。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允许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进行法律互助，这些国家

报告说，作为法律互助的形式，它们可以使用一些特殊侦查手段，如控制下交

付、通过隐蔽行动收集证据、放置跟踪装置和记录已拨号码。 
 

(c) 鼓励与执法当局合作的措施 
 

47. 公约第 26 条第 5 款规定，缔约国可选择订立协定，依据协定，一缔约国可

对身在另一缔约国领土的被告人采取鼓励被告人与执法当局合作的措施。 

48. 贝宁、加拿大、厄瓜多尔、埃及、加蓬、拉脱维亚、新西兰、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表示已经订立了上述协定。斯洛伐克报

告说，已经与欧洲联盟成员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缔结了此类协定。加拿大表示，

国家警察部门可与检察机关协商，考虑在执法层面上订立此类安排。厄瓜多尔

报告说，已经缔结了关于移交在国外被判监禁的人的协定，以使之在本国服满

刑期（依据公约第 17 条）。 
 

(d) 执法合作 
 

49. 公约第 27 条（执法合作）第 1 款要求缔约国加强相互之间的执法合作。第

1 款提及了加强主管当局之间的联系渠道，以安全、迅速地交换有关公约所涵盖

犯罪的情报（(a)项），合作调查嫌疑人的身份和犯罪所得（(b)项），提供物品

以供分析或调查之用（(c)项），主管当局之间进行协调，进行人员交流，派出

联络员（(d)项），交换关于有组织犯罪集团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资料（(e)
项），交换情报以早日查明犯罪（(f)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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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第 27 条第 2 款鼓励缔约国考虑订立关于其执法机关之间进行直接合作的双

边或多边协定。若无此类协定，鼓励缔约国考虑以公约为基础相互开展执法合

作。 

51. 除阿富汗、比利时、乍得、科摩罗、刚果、加蓬（由于缺乏手段）、哈萨

克斯坦、巴拿马和泰国以外，几乎所有作出答复的国家 25 都确认，其执法机关

可利用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利用了跨边境的联系、协调与合作渠道。许多国家表

示，通过双边协定或区域性协定正式确立了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这些协定对

交换关于犯罪、罪犯和犯罪所得的信息作了规定。 

52. 一些国家表示，特定的执法机关，如海关部门或金融情报机关，有各自的

联系和合作渠道。提及了埃格蒙特小组作为促进金融情报机关国际合作的网络

的作用。 

53. 一些国家提及了区域性合作网络（如欧洲警察局、东南欧合作倡议、太平

洋警察局长网络和西非经共体）和区域性信息共享系统（如申根信息系统 26 或

东盟电子数据库系统）。 

54. 许多国家强调说，刑警组织及其国家中央局是执法机关在双边和区域性网

络之外同国外当局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渠道。特别提及了每天 24 小时、

每周 7 天（“I-24/7”）开通的全球警察通讯系统，通过该系统共享关于罪犯和

跨国犯罪的信息，还提及了刑警组织关于罪犯和失窃财物的数据库。 

55. 许多国家强调，派出联络官是有效的执法协调手段。向邻国或要求进行重

要合作的国家派驻了各类执法机关（警察、海关、情报和毒品管制机关）的联

络官，以便于保持联系畅通和进行培训。各国还报告了接待联络官和专程来访

的国外调查员的情况。 

56. 公约第 27 条第 3 款鼓励缔约国合作应对借助现代技术实施的跨国有组织犯

罪。大多数作出答复的国家（阿富汗、布隆迪、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刚

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缅甸、秘鲁和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除外）确认说，其主管当局参与了为打击借助现代技术实施的犯罪活动

而开展的国际执法合作。一些国家表示，它们设立了国家计算机犯罪侦查机

关，并在警察局内指定了联络中心，处理为打击网络犯罪而提出的国际合作请

求。还提及了刑警组织为打击信息技术犯罪而开展的活动，以及八国集团的国

际执法联系网络，该网络可用于应对借助或针对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实施的犯

罪。 
 

C. 关于保护证人和被害人的措施 
 

57. 本节讨论了关于保护证人和被害人的措施。秘书处对《关于预防、禁止和

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定书》执行情况的分析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25 就第 27 条各点作出的答复详见 CTOC/COP/2006/4 号文件和 Corr.1。 

 26 一些欧洲国家为保持和传播关于边境安全和执法的资料而使用的一个安全的政府数据库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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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OC/COP/2006/6/Rev.1）载有关于向人口贩运的被害人提供援助和保护的诸

多事项的资料。 
 

1. 国内措施 
 

58. 公约承认保护证人的重要性，它既是目的本身，又是一种手段，用以确保

证人愿意配合报案并提供对罪犯进行起诉和定罪所需的证据。第 23 条（妨害司

法的刑事定罪）要求缔约国将下述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在涉及本公约所涵盖的

犯罪的诉讼中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以诱使提供虚假证言或干扰证言或证据的

提供。此项定罪是有效保护证人的前提。在第一个报告周期，缔约国已报告了

为遵守第 23 条的规定而通过的立法的情况（见 CTOC/COP/2005/2/Rev.2）。 

59. 第 24 条（保护证人）第 1 款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有效保护刑事诉讼中为

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免遭可能的报复或恐吓。不过，各缔约国可自行

确定哪些措施是适宜的；而且“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一语即是承认，一个

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的范围可能受到其可用资源和技术能力的限制。 

60. 关于其国内法律制度是否允许在刑事诉讼中保护证人免遭可能的报复或恐

吓的问题，许多国家报告说，其立法对证人保护作了规定。一些国家（阿富

汗、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科摩

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约旦（未作充分规定）、摩纳

哥、摩洛哥、缅甸、塞拉利昂和瑞典）的国内法律制度对保护证人未作规定。

不过，喀麦隆、加蓬和摩纳哥表示，已经存在或者正在拟订提供证人保护条例

的法律举措。缅甸表示，其 2005 年《打击人口贩运法》包含关于证人保护的条

款，但在刑事诉讼中保护证人的立法尚未颁布。瑞典表示，在报告时，只有笼

统的警方保护公众的责任；不过，不久将生效的一项法案设立了“国家保护个

人安全制度”，将涉及受到威胁的人的安全保障需要，包括参与有组织犯罪的

初步调查或审判的证人，以及警察和警方线人。贝宁和多哥没有对此问题提供

任何答复。 

61. 除埃及、科威特、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大韩民国外，法律制度中规定

了证人保护措施的所有国家均表示，按照公约第 24 条第 1 款的规定，将此类保

护扩大到了证人的亲属或其他与证人关系密切的人。不过，一些国家未对此问

题作出答复。大多数提供报告的国家都将证人的亲属或与证人关系密切的人定

义为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父母、固定与证人一同居住的人、祖父母、养子

女或养父母，只要他们的生命、身心健康、自由或财产受到了威胁。一些国家

报告说，受保护的不仅有证人及其家人，还有线人、专家和法官。瑞典表示，

正在考虑将保护证人亲属列入一项即将生效的法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表示，

仅配偶和子女受到此类措施的保护。 

62. 公约第 24 条第 2 款提供了在证人保护方案下可予考虑的具体措施的例子：

向证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如将其转移，并允许限制披露其身份和下落（(a)
项）；允许以视像连接等确保证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证据规则（(b)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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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采取证人保护措施的国家大多表示，建立了保护证人人身安全的程序。27 报

告得 多的程序是不披露证人的身份、住址或工作地点（加拿大、拉脱维亚、

墨西哥、新西兰、波兰、南非 和美国等）。其他措施有：改换证人身份（加拿

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伐克）、通过整容手术改变外貌（爱沙尼

亚）、提供个人保护（捷克共和国和拉脱维亚）、派出保安人员保护证人的住

所和工作场所（危地马拉、科威特和拉脱维亚）、提供自卫装备（爱沙尼

亚）、提供新的电信号码（爱沙尼亚）、提供通信保护和防窃听保护（拉脱维

亚）、转移及协助融入社会（捷克共和国、拉脱维亚、挪威和斯洛伐克）、根

据协定将证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 

63. 一些国家表示，其国内法律对证人保护作了规定，其中几乎所有国家（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尼西亚、科威特、墨西哥、巴拿马、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和乌拉圭除外）都报告说，为确保证人安全调整了证据规则。许多国

家报告说，它们允许证人用视频会议的方式作证（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德

国、爱尔兰、意大利、毛里求斯、斯洛文尼亚和突尼斯）、用电话会议的方式

作证（比利时、斯洛文尼亚、瑞典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法庭外

作证（加拿大、中国、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瑞典）、在保护屏后作证（加拿

大和挪威）；许多国家报告说，能够避免在记录中透露证人的身份或其他私人

信息（加拿大、德国和瑞典）、掩盖证人的身份或相貌（捷克共和国和美

国）、将被告带出法庭（捷克共和国、德国、挪威和瑞典）、听证时拒绝公众

入内（德国和美国）、在主要听证之前用音像手段录下审问情况（德国、危地

马拉、瑞典和联合王国）或允许匿名证词（比利时和挪威）和以伪装处理的声

音所作的证词（斯洛文尼亚）。许多国家强调说，需保护被告享有正当诉讼程

序的权利，并报告说，不能仅根据在法庭外提供的证据判定被告有罪。一些国

家表示，证人需表明自己身份后才能作证。 

64. 第 25 条（帮助和保护被害人）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向公约所

涵盖的犯罪的被害人提供帮助和保护，特别是在其受到报复威胁或恐吓的情况

下。除布隆迪、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刚果（不向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被

害人提供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芬兰、爱尔兰、毛里求斯、摩纳哥、巴拿

马、罗马尼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所有报告的国家均表示，其国内法律对

帮助和保护犯罪被害人作了规定。芬兰表示，被害人可得到法律援助，毛里求

斯说，虽然没有关于被害人保护的具体立法，但如果被害人也是证人，就会受

到保护。波兰说，内务和行政部目前正在拟订这类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 

 27 阿尔及利亚、埃及、芬兰、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巴拉圭除外。这些国家表示，尚未建立保护

证人人身安全的程序。但墨西哥报告说，在实践中，为保护证人采取了转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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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对于国内立法是否制定了适当的程序使被害人有机会获得赔偿和补偿的问

题，有 57 个国家 28 表示，按照其立法制定了此类程序，而阿富汗、中非共和

国、乍得、智利、科摩罗、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爱尔兰、葡萄牙和塞尔维

亚和黑山 5 报告说，没有制定此类程序。许多国家（包括刚果、加蓬和危地马

拉）报告说，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民事方，可要求赔偿。因此，判决

中包含对刑事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或补偿的内容。在另一些国家，被害

人须在刑事诉讼结束后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赔偿。假如未查明罪犯或不能判

定罪犯有罪，也可提起此类诉讼。芬兰、拉脱维亚、挪威、斯洛伐克和瑞典报

告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获得国家给予的补偿或赔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和马来西亚报告说，被害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得到补偿。中国报告说，如果为

了防止过度拖延，同一法院可以既审理刑事诉讼又审理民事赔偿案件。南非表

示，可用从犯罪分子处没收的犯罪所得进行赔偿。比利时和南非报告了设立犯

罪被害人特别基金的情况。通常可获赔偿或补偿的有：财产损失、精神损害、

身体损伤、收入损失、职业恢复措施、心理学措施和治疗措施，若被害人死

亡，可向其未亡被扶养人提供赔偿或补偿。大韩民国提及向遭受严重伤害的被

害人或死于犯罪行为的人的未亡家庭成员提供规定数额的救济援助。俄罗斯联

邦说，对于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害和与参与初步调查和法庭诉讼有关的费用，包

括与聘请法律代理人有关的费用，保证被害人受到赔偿。 

66. 公约第 25 条第 3 款要求缔约国在对罪犯提起的刑事诉讼的适当阶段，以不

损害被告人权利的方式使被害人的意见和关切得到表达和考虑。报告的国家

（除阿富汗、科威特、毛里求斯、摩纳哥、巴拿马、秘鲁、葡萄牙、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和黑山 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乌拉圭外）大多报告说遵守了上述

要求。所有报告的国家均强调有必要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包括知情

权、在任何时候参与诉讼的权利、对证人的证词表达意见或提供证据和观点的

权利，以及得到充分的法律代表的权利。一些国家强调说，被害人为诉讼的当

事方（民事方），有权表达意见。在保加利亚、德国和葡萄牙，允许被害人以

从属公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从而享有一些程序性权利。喀麦隆特别提及进行

交互讯问的可能性。在加拿大，被害人有权提交被害人被害情况申报，声明刑

事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并说明该罪行对生命和安全问题的持续影响。在列支敦

士登和土耳其，规定在侦查阶段只能讯问被害人一次，以 大限度地降低重复

伤害。在爱尔兰，立法中规定了允许被害人提交被害情况申报的可能性，特别

是对于涉及暴力或性的犯罪的被害人，还形成了在杀人案审判中听取家庭成员

陈述的做法。 

 
__________________ 

 28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比利时、贝宁、保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

中国、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瓦、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爱沙

尼亚、芬兰、加蓬、格鲁吉亚、德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马来西亚、毛里求

斯、墨西哥、摩纳哥、缅甸、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秘鲁、波兰、大韩

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

牙、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联合

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国、乌拉圭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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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合作 
 

67. 公约第 24 条第 3 款要求缔约国考虑与其他国家订立有关转移证人和被害人

的协定或安排，以确保其人身安全，免遭可能的报复或恐吓。许多国家报告

说，刑事事项司法互助协定中包含了此类事项。一些欧洲国家提及了欧洲联盟

内部的一些条约。美国表示，转移证人和（或）被害人的合作是在个案基础上

决定的。南非报告说，即使没有正式协定，也能够与其他国家的证人保护机关

进行合作。不过，多数作出答复的缔约国表示，没有订立此类性质的协定。 

68. 一些国家报告说，按照公约第 18 条第 18 款缔结了双边或多边法律互助协

定或安排，其中规定，如果证人不可能或不适合在国外的司法当局亲自出庭，

可以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听证。比利时、捷克共和国、芬兰、德国和瑞典提及了

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依据《刑事事项互助公约》进行的合作。美国表示，它提

供了此类协助，尽管本国法庭不允许录像带形式的证词。其法律规定可用视频

会议的形式进行听证的国家都证实，它们也具备支持以视频会议进行听证的技

术设施。 
 

D. 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措施 
 
1. 国内措施 
 

69. 公约第 31 条（预防）第 1 款要求缔约国努力开发和评估各种国家项目，并

制定和促进旨在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佳做法和政策。 

70. 多数国家提供了关于其多年期国家行动计划、战略和项目的信息，其中涉

及预防一般有组织犯罪或特殊形式犯罪，特别是人口贩运和偷运非法移民、29

腐败、30 毒品贩运 31 和洗钱。32 还提及了 33 关于预防有组织犯罪的双边协定，

以及欧洲犯罪预防网络等区域性网络。 

71. 公约第 31 条第 2 款要求缔约国努力减少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犯罪所得参与

合法市场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 

 29 阿尔巴尼亚、加拿大、中国、捷克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0 加拿大、格鲁吉亚、意大利、波兰、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 

 31 加拿大、科特迪瓦和缅甸。 

 32 加拿大、科特迪瓦、危地马拉、意大利、摩洛哥、缅甸、新西兰、秘鲁、瑞士、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突尼斯和土耳其；另见本报告第 3-25 段。 

 33 印度尼西亚、科威特和毛里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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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这方面，许多国家 34 报告说，它们已经采取措施增进其执法机关或检察

机关同有关私营实体的合作。许多国家 35 还表示，已经为保障公私实体的廉正

性制定了标准，还制定了公务员行为守则和私营部门中相关职业的道德准则。

保加利亚报告说，本国在利用内政部、财政部和海关署联合行动小组进行边境

点管制方面已积累一些经验。 

73. 各报告国家还就为预防有组织犯罪集团滥用法人的措施提供了资料。许多

国家 36 为参与法人的设立、管理和筹资的法人和自然人建立了公共档案。许多

国家 37 还表示，其刑法规定，罪犯没有资格从事某些职务或职业，因此可在一

段时间内使其无资格担任法人的董事。但是，在一些国家 38 中，虽然可如上所

__________________ 

 34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白俄罗斯、贝宁、保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中国、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爱沙尼亚、芬兰、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

大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缅甸、新西

兰、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黑

山、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突尼斯、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

国、乌拉圭和津巴布韦。（2006 年 6 月 3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

接替。对第二报告周期公约执行情况调查表的答复是在此之前提交秘书处的，因而反映了前

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家状况。） 

 35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中非共和国、乍得、中

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加蓬、格鲁吉

亚、德国、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

亚、毛里求斯、墨西哥、缅甸、新西兰、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罗

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黑山、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突尼斯、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国、乌拉圭 和津巴布韦。

（2006 年 6 月 3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接替。对第二报告周期公

约执行情况调查表的答复是在此之前提交秘书处的，因而反映了前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家状

况。）  

 36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喀麦隆、中国、哥伦比

亚、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加蓬、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爱尔

兰、意大利、拉脱维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西兰、尼日利亚、巴拿马、

秘鲁、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黑山、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瑞

典、瑞士、泰国、突尼斯、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国、乌拉圭和津巴布韦。

（2006 年 6 月 3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接替。对第二报告周期公

约执行情况调查表的答复是在此之前提交秘书处的，因而反映了前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家状

况。） 

 37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中非

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加蓬、格鲁吉

亚、德国、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科威特、拉脱维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

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

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黑山、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突尼斯、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国、乌拉圭和津巴布韦。（2006 年

6 月 3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接替。对第二报告周期公约执行情

况调查表的答复是在此之前提交秘书处的，因而反映了前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家状况。） 

 38 比利时、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秘鲁、
葡萄牙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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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取消资格，但对被取消资格的人没有统一的档案，因而不可能同其他缔约国

的主管当局交换此类信息。 

74. 第 31 条第 3 款要求缔约国努力促进被判犯有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人重新融

入社会。 

75. 除阿富汗、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科威特、毛里求斯和塞拉利

昂外，所有作出答复的国家均确认，其法律制度规定了改造罪犯并使其重新融

入社会的措施。许多国家 39 特别提及了其法律中关于监狱管理和执行判决的条

款，以及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中涉及使罪犯为释放和重新融入社会做准

备。所提到的措施包括，鼓励学习知识和接受职业培训，协助寻找住所和求

职、提供临时住所、提供住房用地和耕地。联合王国专门提出，一个人如果被

判处超过 30 个月的监禁，就决不会服满刑期。一些国家 40还提及了缓刑措施和

假释。在这方面应指出，须将第 31 条中关于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规定与第 11
条（起诉、判决和制裁）第 4 款结合起来考虑，后者请缔约国确保其法院在考

虑已定罪的罪犯早释或假释的可能性时，顾及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严重性。 

76. 第 31 条第 4 款要求缔约国努力定期评价现有的有关法律文书和行政做法，

以查明其中易被有组织犯罪集团作不正当利用之处。 

77. 许多国家 41 表示，此种审查是定期进行的，特别是对有关立法的审查。一

些国家 42 报告说，它们正在评估其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或遏制恐怖主

义法的适当程度，并准备对其进行修正，其中有的国家 近已通过了这类修正

案。斯洛伐克表示，对政府提出的每个法律草案，均从其对有组织犯罪的影响

方面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审查。一些国家报告了政府间工作队和类似的机制定期

举行会议审查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文书和做法的情况。 

78. 第 31 条第 5 款要求缔约国努力提高公众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存在、原因和

严重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并促进公众参与预防和打击这类犯罪。 

79. 一些国家强调，提高公众认识和增强社会参与对处理腐败和人口贩运等具

体形式的犯罪尤其重要，并详细描述了其在上述领域的一些举措。许多国家提

及了内政部、司法部或警察机关出版的年鉴和定期报告，这些资料使公众对有

组织犯罪的趋势和威胁以及为打击犯罪所采取的行动有所了解。澳大利亚提到

广泛传播的信息、公开讲话、媒体新闻稿和征聘行动。布隆迪强调设立了善政

部。哥伦比亚报告了开展行动提高对毒品贩运和人口贩运认识的情况。喀麦隆

__________________ 

 39 阿尔及利亚、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新西兰、葡萄牙、南非、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和突尼斯。 

 40 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和美国。 

 41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加蓬、印度尼西亚、意
大利、拉脱维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缅甸、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
威、巴拿马、秘鲁、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塞拉利昂、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典、泰
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国和津巴布
韦。 

 42 新西兰、挪威、瑞典、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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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了通过播出特定节目提高公众敏感度的努力。约旦强调了利用媒体提高认

识节目和讨论小组的情况。罗马尼亚提到播出电视节目包括谈话节目以及利用

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的情况。俄罗斯联盟表示，有关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结果的

报告包括数据和分析材料以及改进立法和执法做法的具体建议得到广泛传播，

以促进在各种公众事件中进行讨论。瑞典提到，公众可匿名对犯罪进行举报。 
 

2. 国际合作 
 

80. 公约第 31 条第 6 款要求缔约国，将可协助其他缔约国制定预防跨国有组织

犯罪的措施的机关的详细联系办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一些缔约国在交存批准

或加入公约的文书时，已递交了主管国家机关的名称和地址。另有国家填写第

二个报告周期调查表时提供了上述资料。在这方面，应提及关于编写中央机关

网 上 名 录 以 及 有 效 应 用 公 约 所 提 供 的 立 法 的 选 择 的 秘 书 处 说 明

（CTOC/COP/2006/12）。 

81. 第 31 条第 7 款要求缔约国彼此合作，并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促进和制定

预防措施。许多国家表示，参与了旨在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或具体形式犯罪的

合作方案或项目。它们特别提及了参与区域网络的情况，其中有波罗的海地区

打击有组织犯罪工作队；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亚洲预防人口贩运区域合作；

人口偷运、人口贩运和相关跨国犯罪问题巴厘岛进程。还提及了与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开展的技术援助预防项目。 
 

三. 结束语 
 

82. 第二个报告周期使得能够得出一些结论。对于公约中建立综合的反洗钱制

度的要求，遵守状况已经很不错了。看来多数措施已经到位，认识水平和知识

水平在稳步提高。这无疑也是因为需要遵守反资助恐怖主义的有关文书，以及

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继续高度重视该事项的努力。上述令人鼓舞的进展将大大

便利缔约方会议在第三届会议上对该主题进行审议。更重要的是，缔约方会议

如想着手对业已到位的国家制度和国际制度的效力和效率进行评估，将会有一

个坚实的基础。 

83. 从前两个报告周期得出结果并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便形成了重要的知识

库。鼓励缔约方会议现阶段通过其设立的不限名额工作组的活动，在技术援助

工作中对这一知识库加以利用。缔约方会议似宜考虑采取下一个步骤，更深入

地审查公约的执行情况，同时寻找 适宜的办法，解决其从各国获取充足信息

的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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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从各国收到的相关立法和网址 
 
1. 秘书处请各国提供相关立法的副本和（或）相关网上资料的网址，现已收

到一些国家应请求提供的资料。下列国家提供了相关法院的副本： 
 
国家 法规 语文 

捷克共和国 Act No. 61/1996 Coll., on some measures against the legislation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 and on the amendment and 
supplementation of connected Acts  

英文 

厄瓜多尔 Ley de sustancias estupefacientes y psicotrópicas, codificación 
Programa de protección a testigos y victimas 

西班牙

文 
洪都拉斯 Codigo Procesal Penal 

Ley de la Comisión Nacional de Bancos y Seguros 
Ley contra el delito de lavado de activos 
Ley de Migración y Extranjería, 2003 
Decreto No. 101-2003-08-28 
Decreto No. 188-2000 

西班牙

文 

拉脱维亚 Notariate Law 
Regulations regarding List of Elements of Unusual Transactions 
and Procedures for Reporting 
Special Protection of Persons Law 
Advocacy Law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27 April 1993 

英文 

马来西亚 Exchange Control Act 1953 (Revised 1969) 
Customs Act 1967 (Revised 1980) 

英文 

毛里求斯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nd Anti-Money-Laundering Act 2002 英文 
摩纳哥 Ordonnance souveraine No. 605 du 1er août 2006 法文 
新西兰 Sections 65 and 78 of the Births, Death and Marriages 

Registration Act 1995 
Sections 87, 151, 189 and 194 of the Companies Act 1993 
Part 11A of the Crimes Act 1961 
Section 98AA of the Crimes Amendment Act 2005 
Sections 13B to 13J of the Evidence Act 1908 
Section 12 of the Extradition Act 1999 
Sections 10 to 13 of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Act 1993  
Sections 6, 7, 8, 9, 11, 15, 22, 29 and 37 of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Reporting Act 1996 
Sections 21 and 21A of the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mpensation 
Act 2001 
Sections 6 and 110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ct 2000 
Sections 12, and 14 to 29 of the Misuse of Drugs Amendment 
Act 1978 
Section 4 of the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1992 
Sections 24 to 27 of the New Zealand Bill of Rights Act 1990 
Sections 15 and 16 of the Parole Act 2002 
Sections 9 and 51 of the Sentencing Act 2002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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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法规 语文 
 Section 8 of the Terrorism Suppression Act 2002 

Sections 8, 12, 17, 19, and 28 to 30 of the Victims’ Right 
Act 2002 

 

尼日尔 Abstracts of the Penal Code 法文 
秘鲁 Ley que establece beneficios por colaboración eficaz en el 

ámbito de la criminalidad organizada 
Aprueban Reglamento del Capítulo III de la Ley No. 27378 sobre 
proce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eficaz en el ámbito de la 
criminalidad organizada 
Ley que crea la Unidad de Inteligencia Financiera – Perú, Ley 
No. 27693 
Aprueban el Reglamento de la Ley que crea la Unidad de 
Inteligencia Financiera 
Ley Penal contra el Lavado de Activos, Ley No. 27765 

西班牙

文 
 

菲律宾 Republic Act 6981 (Witness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Benefit 
Act) 
Rule of Procedure in Cases of Civil Forfeiture, Asset 
Preservation, and Freezing of Monetary Instrument, Property, or 
Proceeds Representing, Involving, or Relating to Unlawful 
Activity or Money-Laundering Offense under Republic Act 
No. 9160 
Rule on Examination of a Child Witness 

英文 

波兰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ct of 6 June 1997 英文 
葡萄牙 Law No. 11/2004 of 27 March (amended by Law 27/2004, of 

16 July) 
Law No. 93/99, of 14 July 1999: Governing the enforcement of 
measures on the protection of witnesse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Law No. 101/2001 of 25 August 2001 
Law No. 144/99, of 31 August (as amended by Laws 
No. 104/2001, of 25 August and No. 48/2003, of 22 August) 

英文 

塞尔维亚 Collection of pieces of legislation and draft laws 英文 
斯洛文尼亚 Law of the 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英文 
西班牙 Ley 19/1993, de 28 de diciembre, sobre determinadas medidas de 

prevención del blanqueo de capitales (modificada por la 
Ley 19/2003, de 4 de julio 
Real Decreto 925/1995, de 9 junio, por el que se aprueba el 
Reglamento de la Ley 19/1993, de 28 de diciembre, sobre 
determinadas medidas de prevención del blanqueo de capitales 
(modificado por R.D. 54/2005, de 21 de enero) 

西班牙

文 

泰国 Anti-Money-Laundering Act of B.E. 2542 英文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 
Extract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Law on Prevention of Money-Laundering and other proceeds 
from crime 
Law on Witness Protection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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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国家提供了网址： 

国家 网址 

澳大利亚 www.comlaw.gov.au/ 

www.legislation.qld.gov.au/OQPChome.htm 

www.legislation.nsw.gov.au 

www.dms.dpc.vic.gov.au 

www.slp.wa.gov.au/statutes/swans.nsf 

www.parliament.sa.gov.au/leg/5_legislation.shtm 

http://notes.nt.gov.au/dcm/legislat/legislat.nsf?OpenDatabase 

www.thelaw.tas.gov.au/index.w3p 

www.legislation.act.gov.au 

意大利 www.normeinrete.it 

马耳他 http://docs.justice.gov.mt 

墨西哥 www.cddhcu.gob.mx/leyinfo 

www.pgr.gob.mx 

沙特阿拉伯 www.boe.gov.sa 

塞尔维亚 www.mpravde.sr.gov.yu 

西班牙 www.sepblac.es 

www.cpbc.tesoro.es 

乌拉圭 www.parlamento.gub.uy 
www.bcu.gub.uy 
www.presidencia.gu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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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执行情况调查表的答复情况：
第二个报告周期收到的各国资料的汇编 

 
国家或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 

签署日期 
批准(AA)或 
加入(a)日期 

 收到答复 
年份 

收到增订 
答复年份 

阿富汗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3 年 9 月 24 日 2006 年 - 

阿尔及利亚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2 年 10 月 7 日 2006 年 2008 年 

澳大利亚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4 年 5 月 27 日 2006 年 - 

奥地利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9 月 23 日 2008 年 
部分答复 

- 

阿塞拜疆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3 年 10 月 30 日 2006 年 - 

白俄罗斯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3 年 6 月 25 日 2006 年 - 

比利时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8 月 11 日 2006 年 2008 年 

贝宁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4 年 8 月 30 日 2008 年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2 年 4 月 24 日 2008 年 - 

保加利亚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1 年 12 月 5 日 2006 年 2008 年 

布隆迪  2000 年 12 月 14 日  -  2008 年 - 

喀麦隆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6 年 2 月 6 日 2008 年 - 

加拿大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2 年 5 月 13 日 2006 年 - 

中非共和国 -  2004 年 9 月 14 日(a) 2008 年 - 

乍得 -  -  2008 年 - 

智利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4 年 11 月 29 日 2006 年 - 

中国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3 年 9 月 23 日 2006 年 2008 年 

哥伦比亚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8 月 4 日 2006 年 - 

科摩罗  - 2003 年 9 月 25 日(a) 2008 年 - 

刚果  2000 年 12 月 14 日  -  2008 年 - 

科特迪瓦  2000 年 12 月 15 日  -  2008 年 - 

克罗地亚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3 年 1 月 24 日 2006 年 2008 年 

捷克共和国  2000 年 12 月 12 日  -  2006 年 2008 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  - 2005 年 10 月 28 日(a) 2008 年 - 

厄瓜多尔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2 年 9 月 17 日 2006 年 - 

埃及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4 年 3 月 5 日 2006 年 - 

爱沙尼亚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3 年 2 月 10 日 2006 年 - 

芬兰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2 月 10 日 2006 年 2008 年 

加蓬  - 2004 年 12 月 15 日(a) 2008 年 - 

格鲁吉亚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6 年 9 月 5 日 2006 年 - 

德国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6 年 6 月 14 日 2006 年 2008 年 

危地马拉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3 年 9 月 25 日 2006 年 2008 年 

几内亚  - 2004 年 11 月 9 日(a) 200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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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 

签署日期 
批准(AA)或 
加入(a)日期 

 收到答复 
年份 

收到增订 
答复年份 

洪都拉斯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3 年 12 月 2 日 2006 年 - 

印度尼西亚  2000 年 12 月 12 日  -  2006 年 - 

爱尔兰  2000 年 12 月 13 日  -  2006 年 - 

意大利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6 年 8 月 2 日 2006 年 - 

约旦  2002 年 11 月 26 日  -  2007 年 - 

哈萨克斯坦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8 年 7 月 31 日 2006 年 - 

科威特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6 年 5 月 12 日 2006 年 - 

拉脱维亚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1 年 12 月 7 日 2006 年 - 

马达加斯加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5 年 9 月 15 日 2006 年 2008 年 

马来西亚  2002 年 9 月 26 日 2004 年 9 月 24 日 2007 年 - 

马耳他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3 年 9 月 24 日 2006 年 2008 年 

毛里求斯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3 年 4 月 21 日 2006 年 - 

墨西哥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3 年 3 月 4 日 2007 年 - 

摩尔多瓦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5 年 9 月 16 日 2008 年 
部分答复 

- 

摩纳哥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1 年 6 月 5 日 2007 年 - 

摩洛哥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2 年 9 月 19 日 2006 年 2008 年 

缅甸  - 2004 年 3 月 30 日(a) 2006 年 - 

荷兰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5 月 26 日 2007 年 - 

新西兰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2 年 7 月 19 日 2006 年 - 

尼日利亚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1 年 6 月 28 日 2008 年 - 

挪威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3 年 9 月 23 日 2006 年 - 

巴拿马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4 年 8 月 18 日 2007 年 - 

巴拉圭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9 月 22 日 2008 年 - 

秘鲁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2 年 1 月 23 日 2006 年 - 

菲律宾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2 年 5 月 28 日 2008 年 - 

波兰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1 年 11 月 12 日 2006 年 2008 年 

葡萄牙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5 月 10 日 2006 年 - 

大韩民国  2000 年 12 月 13 日  -  2006 年 - 

罗马尼亚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2 年 12 月 4 日 2006 年 - 

俄罗斯联邦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5 月 26 日 2006 年 - 

塞内加尔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3 年 10 月 27 日 2008 年 - 

塞尔维亚 2000 年 12 月 12 日 a 2001 年 9 月 6 日a 2006 年 a 2008 年 

塞拉利昂  2001 年 11 月 27 日  -  2007 年 - 

斯洛伐克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3 年 12 月 3 日 2006 年 2008 年 

斯洛文尼亚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5 月 21 日 2006 年 - 

南非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4 年 2 月 20 日 2006 年 - 

西班牙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2 年 3 月 1 日 2006 年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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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答复 
年份 

收到增订 
答复年份 

瑞典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4 月 30 日 2006 年 2008 年 

瑞士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6 年 10 月 27 日 2008 年 - 

泰国  2000 年 12 月 13 日 -  2006 年 -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5 年 1 月 12 日 2006 年 - 

多哥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7 月 2 日 2008 年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001 年 9 月 26 日 2007 年 11 月 6 日 2006 年 - 

突尼斯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3 年 6 月 19 日 2006 年 2008 年 

土耳其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3 年 3 月 25 日 2006 年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2000 年 12 月 14 日 2006 年 2 月 9 日 2006 年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6 年 5 月 24 日 2008 年 - 

美利坚合众国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5 年 11 月 3 日 2006 年 2008 年 

乌拉圭  2000 年 12 月 13 日 2005 年 3 月 4 日 2008 年 - 

津巴布韦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7 年 12 月 12 日 2006 年 - 

欧洲共同体 2000 年 12 月 12 日 2004 年 5 月 21 日(AA) 2006 年 - 

 a 2006 年 6 月 3 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的会籍由塞尔维亚接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