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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及其影响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简称

“《刑事协助法》”）。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主张刑事调查和诉讼活动事关主权，任何刑事

司法协助活动都应当基于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但迄今为止，中国只与数量有限的国家缔结了该类双边

条约，而现实中有刑事司法协助需求的地区却远大于已缔结条约所覆盖的范围。《刑事协助法》的颁

行及时地满足了这种需求，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刑事协助法》确立了中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向外国提供用于境外刑事调查和诉讼所遵循

的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刑事协助法》的核心要求是，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

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该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任何中国境内的机构、组

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其规定的刑事司法协助。 

根据《刑事协助法》颁布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发布的消息，该法的颁布将有助于推进反腐败和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但在该发布会上，《刑事协助法》还被定位于抵制外国法院和政府在与外国刑事案件

有关的诉讼活动中主张“长臂管辖”和“治外法权”原则。显而易见，在风云多变的今天，如何理解、

解释和适用该法至关重要。 

一、内容概览 

（一） 刑事司法协助的适用范围 

《刑事协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

动中提供的各类相互协助，具体可包括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查封、

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移管被判刑人以及其他协助。 

该法所述的“外国”既包括已与我国签订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的国家，也包含至今未与我国

签订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的国家。对于前者，新颁布的《刑事协助法》及业已存在的双边刑事司法

互助条约一并适用；对于后者，两国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按《刑事协助法》开展刑事司法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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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协助的先决条件 

《刑事协助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组织

和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机构、组织和个

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和《刑事协助法》规定的协助”。这项规定从境外、境内两个层面对

跨境取证等行为做出了严格限制，即无论是需要提取证据或获得其他协助的外方，还是直接提供

证据材料或其他协助的境内主体，均需获得中国主管机关的事先同意和批准，方能在中国境内开

展相关刑事诉讼活动。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上述条款的设定是为有效应对外国司法执法机关未经中国主管机关准

许，要求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相关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形，抵制外国的“长臂管辖”要求。

其立法宗旨无疑在于捍卫中国司法主权，搭建安全屏障，维护境内主体的合法权益。 

（三） 厘清各部门职责分工 

《刑事协助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各相关部门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承担的具体职责和任务，

有利于解决职责不清、协调不畅的问题，还有利于强化分工合作、提升工作效率。 

 对外联系机关：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约定的中央机关（通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

/或国家安全部）是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对外联系机关，如果两国之间没有刑事司

法协助条约，外交部等外事管理部门则为相关对外联系机关。对外联系机关负责提出、

接收和转递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外国向中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需制作刑事司法协助请

求书并附相关材料，提交对外联系机关审查，其形式和内容符合要求的，由对外联系机

关将请求书及所附材料转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对于请求书形式和内容不符合要求的，

可以要求请求国补充材料或者重新提出请求。 

 主管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

部门是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其按照职责分工，负责（1）审查处理对外

联系机关转递的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对于符合《刑事协助法》及双边协助约

定认为可以协助的，安排有关办案机关执行；（2）审核向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刑事协助法》第十六条还对主管机关附条件执行协助和推迟协助等特殊情形做了具体

规定。 

 办案机关：办理刑事司法协助相关案件的机关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办案机关。其负责

（1）执行所属主管机关交办的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并将执行结果或者妨碍

执行的情况及时报告主管机关；（2）向所属主管机关提交需要向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

助请求。《刑事协助法》明确要求办案机关在执行请求过程中维护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

员的合法权益，保护个人信息。 

（四） 可以拒绝提供协助的情形 

根据《刑事协助法》规定，中国的对外联系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和主管机关均有权拒绝向

外国提供刑事司法协助。中国政府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拒绝提供协助的权利体现了国家主权。 

《刑事协助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对于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明显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对外联系机关可以直接拒绝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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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协助法》第十四条列举了六种主管机关可以据以拒绝提供协助的情形，并在第 7 款

设置了兜底条款。该六种情形包括： 

根据中国法律，请求针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 在收到请求时，在中国境内对于请求针对的犯罪正在进行或已经终止刑事诉讼程序，或

者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2. 请求针对的犯罪属于政治犯罪； 

3. 请求针对的犯罪纯属军事犯罪； 

4. 请求的目的是基于种族、民族、宗教、国籍、性别、政治见解或者身份等方面的原因而

进行调查、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刑罚，或者当事人可能由于上述原因受到不公正待

遇； 

5. 请求的事项与请求协助的案件之间缺乏实质性联系。 

同时，主管机关也可以以司法协助请求明显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

益为由拒绝协助。 

二、 汉坤的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刑事案件在立案后，尤其是在调查取证阶段，除了政府机构（如美国

司法部（DOJ）、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SFO））直接参与，非政府的专业机构（如律师、会计师、专

业调查机构等）也可以协助刑事调查。根据本法，该等非政府机构如果在中国境内进行调查取证活动，

必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方能开展。我们认为，跨国公司自发的内部反腐败调查，应该

不受本法限制。但是，如果这种自发调查获取的证据或资料后续如需提交外国刑事调查机关或法院，

则有可能会改变前期自发调查的性质，进而有可能需要在移交前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的同

意，或从新按规定程序取得。鉴于本法刚刚颁行，许多疑问目前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澄清。 

三、 总结 

《刑事协助法》客观上填补了中国和外国相互提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立法空白，打开了外

国在华申请刑事司法协助的方便之门，但同时也限制了外国“长臂管辖”的治外法权。由于《刑事协

助法》刚刚颁行，尚缺乏实操细则或指引，跨国企业内部合规自查，尤其是涉及反贿赂和反腐败的境

外刑事案件时能否在华自行调查取证，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境内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注意，在未取得中国主管机关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向

外国提供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或相关协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协助的法律

和中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1，以前还未出现过禁止中国境内主体未经允许直接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及

其他协助的规定，今后，民商事司法协助是否也会效仿《刑事协助法》做出类似的禁止性规定还有待

进一步观察。

                                                      
1 参见《民商事司法协助概况》：“中国开展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基础：《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和 35 个

已生效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官方网站 2014 年 12 月 17 日发布，访问地址：
http://www.moj.gov.cn/organization/content/2014-12/17/jlzxxwdt_72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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