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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在第 14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的发言  

（议程项目 4）  

    

主席女士： 

下面我就跨境犯罪的挑战与治理发言。 

近年来，中国注重加強国际警务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加大

对跨国跨境贩卖运输人口、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等犯罪的惩治力度，出

台相关司法解释，保护和救助跨境犯罪被害人，有效遏制了上述犯罪，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人员、资金的流

动更趋频繁，跨境犯罪出现新的特点，刑事司法系统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跨国、跨境犯罪高发。尤其是毒品、赌博、走私、洗钱、诈

骗等涉财产、经济利益犯罪占比七成以上。  

二是跨境证据调取、固定困难。跨境犯罪目前呈现集团化、组织

化、网络技术深度应用化等特征，传统取证方式面临滞后、时效低、

准确率不高等问题。  

三是各国法律不同，对跨国证据的效力规定也不同，包括程序效

力和实体效力，所以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很难达成共识。  

四是跨境追逃追赃难。有些犯罪分子携赃款逃往其他国家或地区，

各国因司法制度不同，合作的意愿也不同，所以导致追赃追逃困难。  

针对上述挑战，我们认为可采取以下方式治理：  

一是加强对犯罪预防的宣传。各国在入关、出关口岸以及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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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的场所，用多种语言、文字对犯罪预防进行宣传，包括对参与犯

罪将受到的惩罚也应予以明示。  

二是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对警务合作收集的证据效力，

希望各国尽量在立法上达成共识。  

三是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对帮助犯罪的运营商也应加大惩处

力度。  

四是加强信息、技术、数据等资源的共享，尤其是新冠疫情背景

下，刑事案件的线上追踪、调查以及审判等的技术分享。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刑事司法的文明、准确、科

学，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司法者的正当合法权益，确保任何国家和地区

都不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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