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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腐败犯罪作为权钱交易的极端表现形式，由来已久。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国家对经济、社会的
控制减弱，腐败犯罪呈全球化、国际化趋势，跨国性、涉外性特征明显，与此相对应的是腐败官员外
逃及腐败资产跨境转移。腐败官员潜逃境外或人在境内，通过洗钱、现金走私等方式将腐败资产转移
至境外，则成为一些腐败官员的惯用手法。如根据相关研究报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逃
腐败官员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腐败资产跨境转移导致腐败资产全部或
部分不能通过现有渠道予以追回，造成国家利益及经济受到损害，刑罚的惩罚功能弱化，诱发和加剧
了国内矛盾，为民众所诟病。因此，在国际范围内，腐败资产跨境转移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腐败资
产流出国通过国际或区际司法协助与合作，积极探索与运用各种方法，追回或返还部分被跨境转移的
腐败资产。但相较于跨境转移的腐败资产数量，成功追回的比例很小，总体而言，跨境资产追回的成
效不大。本书取名“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问题研究”，主要以笔者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以腐败资产跨
境追回相关问题为分析对象，其研究目的就是通过探讨腐败资产跨境转移，分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框架下腐败资产追回机制的运行及其效果，以及我国在腐败资产跨境追回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立法对策，并积极地、最大化地实现多种追回措施配合的价值。
    林雪标所著的《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阐述了一些新观点。如建议在腐
败资产跨境追回中，要重视民事诉讼的运用。政府在境外提起民事诉讼时，要通过创设国资委、专门
基金会等“法人手段”，由其代替政府作为诉讼主体，以避免政府作为诉讼主体所引发的主权豁免方
面的问题；主张借鉴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关于民事没收的立法经验，建立我国的民事没收制度
；主张在界定没收裁决范围的基础上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没收裁决的司法审查机制；建议通过完善国
内立法、缔结双边协议及个案合作等方式，构建腐败资产分享制度，设立被没收腐败资产基金以解决
腐败资产跨境追回中的追回资产保存、追回耗费资金等问题；主张在腐败资产跨境追回中，要注重灵
活性，如灵活地处理资产分享事宜，有效运用不判处死刑承诺，追求量刑磋商的价值。还要讲究策略
，如发挥外逃腐败官员追逃在资产追回中的作用，在运用民事诉讼追回腐败资产中要重视与刑事诉讼
相结合使用，并注重以指控洗钱犯罪为资产跨境追回的切人点。这些观点有助于我国拓宽思路，创新
措施，争取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的最大化效果。本书从选题、收集资料、提纲组织、开始写作、多次修
改到最终成稿，历时六年半之久，其间，腐败官员外逃及资产跨境转移现象屡有发生，但国际社会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与看法渐趋一致，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氛围也趋于良好，一批潜逃境外多年的腐败官员
或涉及腐败犯罪的其他人员也陆续被引渡或遣返回国，因此，笔者既深感研究腐败犯罪资产跨境追回
这个主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也对通过研究这个主题在实践中推动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的进一步开展持
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伴之以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与担当，引导并且促使笔者在写
作过程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超强的自信以及高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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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现象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的危害第二节 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状况一、国外腐败资产跨境追回二、
我国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第二章 腐败资产跨境追回机制的运行及效果第一节 腐败资产直接追回机制的
运行一、直接追回机制的运行特点二、直接追回机制的运行方式第二节 腐败资产间接追回机制的运行
一、没收腐败资产的地点选择二、刑事没收在腐败资产跨境追回中的运用三、民事没收在腐败资产跨
境追回中的运用第三节 腐败资产追回机制运行的效果一、民事诉讼追回腐败资产的运行成效二、刑事
没收追回腐败资产的运行成效三、民事没收追回腐败资产的运行成效第三章 我国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面
临的障碍第一节 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的一般性障碍一、利益的对立性二、高级官员的司法豁免权三、时
间和金钱的大量耗费四、资产追回经验的缺乏五、腐败资产洗钱技术的复杂性第二节 腐败资产跨境追
回机制运行的具体性障碍一、腐败资产直接追回机制运行的障碍二、腐败资产间接追回机制运行的障
碍三、腐败资产返还与处分的障碍第三节 我国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配套立法的不完善一、主权豁免原则
例外制度的缺乏二、刑事没收立法的不完善三、民事没收立法的缺位四、没收国际司法合作的立法缺
陷第四章 我国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的立法对策第一节 腐败资产直接追回的立法对策一、建立运用民事
诉讼追回腐败资产的制度二、建立简易返还制度第二节 腐败资产间接追回的立法对策一、完善刑事没
收制度二、建立民事没收制度三、完善没收国际合作的相关立法第三节 腐败资产返还与处分的立法对
策一、腐败资产分享的法律依据二、腐败资产分享制度的构建方式三、腐败资产分享制度的具体内容
第五章 腐败资产跨境追回中多种措施配合的价值结论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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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大陆地区腐败资产追回　　200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
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和涉案资
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国际合作机制”。针对腐败资产跨境转移现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构建腐
败资产跨境追回的国际合作机制，并加大刑事司法合作的力度。实践中，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司法机关
主要通过直接请求境外警方协助等传统性途径开展腐败资产追回工作，同时，还结合个案特点，在我
国制定与参与的国际双边或多边公约及相关国内立法的框架下，采取策略性追赃等创新性途径，在腐
败资产跨境追回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　　1.借助传统性资产追回途径　　（1）直接请求境外警方协
助　　直接请求境外警方协助，是指向境外警方明确指出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罪名及涉及的犯罪资产
，指出资产合法所有权属于被害人，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直接向境外警方提出追回腐
败犯罪所涉资产的请求。警方间取得直接联系并相互提供协助的途径较为便捷。截至2007年，我国公
安部分别与50个国家政府部门或者内政警察部门签订了108份关于打击犯罪的双边警务合作协议或者谅
解备忘录。①这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规定了合作打击各种犯罪、交流犯罪情报、案件协查、人员培训
、经验交流、会晤等方面的合作事项。如《中越关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合作协定》（2001年
）明确提出在“移交赃物、证据”方面开展合作与协助，另外，我国还与意大利、乌克兰、白俄罗斯
、老挝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合作协议，以服务于腐败资产跨境追回。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置业公
司原总经理李继祥挪用公款案中，我国司法机关直接请求境外警方协助，成功追回腐败资产。2003年9
月30日，李继祥外逃至澳大利亚，2004年2月，南海区检察院初步查明，李继祥身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伙同他人挪用公款，并将资产转移至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数额特别巨大，涉嫌挪用公款
罪，随后，南海区通过佛山市检察院向广东省检察院提出协助追赃追逃的请求，广东省检察院在向有
关部门申请对李继祥发出“红色通缉令”的同时，积极寻找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追赃、追逃渠道。
同年，广东省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求，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驻华警务联络官取得联系。2005
年10月，广东省检察院正式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提出个案协查请求，调查李继祥及其家属在澳大利亚
移民及资产情况，对此协查请求，澳大利亚警方给予积极回应。2006年3月，广东省检察院代表团访问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商量追诉李继祥事宜，双方达成共识，即根据广东省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澳大
利亚联邦警察对李继祥以洗钱罪立案并展开调查，如李继祥行为触犯澳大利亚法律，则由澳大利亚司
法部门对其绳之以法，对其非法所得，也将依据澳大利亚《犯罪收益法》进行追缴，追缴的财产在澳
大利亚有关部门批准后将返还中国政府。2007年6月，在查明李继祥财产情况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
李继祥及其家属、李运南家属在澳大利亚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并查封、扣押和冻结了有关财产、书证
、物证及银行存款，被查封和冻结的财产约630万澳元。同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向李继祥发出拘传令
，要求其于同年8月10日出席法庭聆讯，李继祥及其家属等人的护照被扣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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