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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要 

 

  巴基斯坦 

 

 1. 导言：巴基斯坦在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方面的法律和体制框架概述 

 

巴基斯坦于 2003 年 12 月 9 日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并于

2007 年 8 月 31 日批准了《公约》，声明其不受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约束。此

外，巴基斯坦还声明，根据第四十四条第六款，不以《公约》作为与其他缔约国

进行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 

1973 年巴基斯坦《宪法》规定了联邦议会制度，由总统担任国家元首，由民选总

理担任政府首脑。联邦立法机构由参议院（上院和常设立法机构）和国民议会

（下院）组成，与总统共同构成巴基斯坦议会（即顾问委员会）。 

在巴基斯坦，条约不会自动生效，而是纳入其国内的法律框架。巴基斯坦的法律

制度源自英国普通法，并且基于 1973 年《宪法》（及修正案）和伊斯兰教法的一

些规定。所提及的法律来源包括以下法律： 

 • 《国家问责条例》（1999 年） 

 • 《反洗钱法》（2010 年） 

 • 《联邦调查机构法》（1974 年）（1975 第八号法） 

 • 《预防腐败法》（1947 年） 

 • 《巴基斯坦刑法典》（1860 第四十五号法） 

 • 《刑事诉讼法》（1898 年） 

 • 《引渡法》（1972 年） 

 • 1984 年《证据法》，结合 2002 年《电子交易法》进行解读，述及通过现代

装置收集的证据的可采用性 

巴基斯坦分为四个省，两个联邦管辖区和一个首都区。每个省都有一个省议会，

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 

 

 2. 第三章：刑事定罪和执法 

 

 2.1. 关于所审议条款实施情况的评述 

 

  贿赂和影响力交易（第十五、十六、十八和二十一条） 

 

结合《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161-163 条和第 165 条进行解读，《国家问责条例》第

9 条(a)项第㈠、㈡、㈣、㈥目基本上将行贿和受贿定为刑事犯罪，没有提及贿赂

许诺。部分贿赂外国官员的行为被定为刑事犯罪（《国家问责条例》第 4 条和第 9

条(a)项第㈠目，但未提及《公约》中更广泛的第三方受益人“任何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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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的定义见于《国家问责条例》第 5 条，其中列出了“公职人员”清单，

《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21 条对“公务员”一词进行了描述。虽然该清单并非详尽

无遗，但对于不可预见的情况，也没有总括条款。 

《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161-163 条和《国家问责条例》第 9 条(a)项第㈠、㈡、㈥

和(十二)目基本上将影响力交易定为刑事犯罪，但这些条款中也缺乏许诺要件。 

结合第 14 条(c)项进行解读，《国家问责条例》第 9 条(a)项也将私营部门的贿赂定

为刑事犯罪，如同 2002 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作出的阐释，该判决认为“任何其他

人”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私人和私营部门。所适用的制裁方式与贿赂公职人员的

案件相同。 

 

  洗钱、窝赃（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 

 

2010 年《反洗钱法》全面地将洗钱的所有方面——即参与、共谋以及协助、教唆

等——定为刑事犯罪，特别是第 3 条也将自洗钱定为刑事犯罪。巴基斯坦制定了

详尽的上游犯罪附则，包括腐败罪（《反洗钱法》第 2 条(s)(w)项），最后更新于

2016 年 5 月。《国家问责条例》第 14 条允许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反洗钱法》第 3

条也将窝赃定为刑事犯罪。 

 

  贪污、滥用职权和资产非法增加（第十七、十九、二十和二十二条） 

 

关于滥用职权和违反信托的各种条款（《国家问责条例》第 9 条(a)项第㈢和第㈥

目、《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405 条和第 409 条以及《预防腐败法》第 5 条(d)项）将

滥用职权定为刑事犯罪。《国家问责条例》的整篇序言提供了广泛的参考，涉及滥

用权力和职权的多种情况。 

综合《国家问责条例》第 9 条(a)项第㈣和第㈤目及第 14 条(c)项以及《预防腐败

法》第 5 条进行解读，将资产非法增加定为刑事犯罪。虽然巴基斯坦有多个收入

和财富申报制度，但没有中央机构整理与《公约》确立的资产非法增加相关的信

息和数据。然而，任何调查都将显示嫌疑人或第三方受益所有人（Benamidars）

拥有的一切有记录的资产收支表。若资产与已知收入来源不相匹配，起诉时须证

明经过彻底调查后控方知悉的收入来源、列示被告或其他第三方受益人拥有或持

有的资产，以及证明该资产与已知收入来源不相匹配。资产非法增加案件归档于

问责法庭。 

《国家问责条例》第 9 条(a)项第㈢和㈨至(十一)目及《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405 条

和第 406 条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贪污、挪用等定为刑事犯罪。 

 

  妨害司法（第二十五条） 

 

一般而言，通过伪造证据和提供虚假证言妨害司法，或以其他方式干涉司法进

程，均被定为刑事犯罪（《国家问责条例》第 30 条(a)项和第 31 条）。未对与妨害

司法相关的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不正当好处的要件作出规定。 

《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186 条、第 189 条和第 353 条将妨害公职人员执行公职、

以及对公职人员实施的威胁、攻击或刑事武力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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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责任（第二十六条） 

 

《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11 条和《国家问责条例》第 5 条(o)项和第 9 条概述了法人

的定义。巴基斯坦一般提及 1984 年《公司条例》第 305 条(f)项所概述的公司责任

或法人责任。然而，普遍认为现有的制裁是无效的、不具有劝诫作用且与任何可

能的损害不相匹配。1
 

 

  参与和未遂（第二十七条） 

 

关于教唆的一般条例（《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107 条和第 108 条 A 项，特别是第

107 条的解释说明）以及《反洗钱法》第 3 条(d)项和《国家问责条例》第 9 条(a)

项第(十二)目将参与和未遂定为刑事犯罪。关于犯罪共谋的《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120 条 A 项和 B 项将犯罪预备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起诉、审判和制裁；与执法机关的合作（第三十和三十七条） 

 

《国家问责条例》第 10 条(b)项对其中所列罪行附加了犯罪处罚表，刑期从最高五

年监禁（拒绝提供信息）到更严重案件的十四年监禁，并处以罚款（故意犯罪）。

经法院批准，国家问责局主席有权接受辩诉交易，但刑期除外。（《国家问责条

例》第 15 条）。国家问责局主席也可准予完全赦免或有条件的赦免，以换取信息

和合作（《国家问责条例》第 26 条），还可允许以归还资产或收益换得完全免除刑

事责任（《国家问责条例》第 25 条(a)项）。因此，金融犯罪很少被处以监禁。 

《国家问责条例》第 36 条为向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国家问责局的任何成员（包括

主席）提供的职业豁免权提供了保障。主席和省长在任职期间享有完全豁免权

（宪法第 248 条）。部长在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能方面享有豁免权。然而，若认定该

豁免权使该《条例》难以适用，国家问责局主席经总统核准，可解除该豁免权

（《国家问责条例》第 37 条）。 

最高司法委员会（《宪法》第 210 条和第 309 条）监督法官问责；然而，在国家访

问期间，已阐明该委员会不会定期举行会议。 

《国家问责条例》第 18 条、第 24 条、第 26 条和第 31 条 B 项概述了国家问责局

主席和问责检察长，以及该局自身与起诉有关的自由裁量权。 

《民事诉讼法》第 87-89 条、第 205 条、第 353 条和第 540 条指出了防止被告人在

保外候审期间潜逃的措施。还会将人员列入出境管制名单，以防止其出境。 

向国家问责局提供信息的人员可获得奖金，或向公众人士发放惠给金，以奖励他

们为侦查、调查和起诉提供值得嘉奖的服务（《国家问责条例》第 33 条 A 项），为

此，2002 年成立了国家问责局追回和奖励基金。该基金的规则还规定，表现出色

可获得酬金，举报人可获得奖金。 

  

__________________ 

 1 国家访问之后，巴基斯坦通过了《期货市场法》（2016 第十四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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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证人和举报人（第三十二和三十三条） 

 

虽然巴基斯坦没有正式的证人保护制度，但国家问责局规定了一些用以保护证人

及其家属的措施（《国家问责条例》第 31 条 E 项），包括为证人提供安全住所和通

过使用现代科技设立所谓的“隐形不露面法庭”（《证据法》第 164 条）虽然一些

地区似乎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证人保护方案，但据报告，国家一级正在制定有关证

人保护的法律草案。 

国家问责局主席还制定了一项举报人保护法案，该法案于 2015 年 7 月提交至议会

下院。 

 

  冻结、扣押和没收；银行保密（第三十一和四十条） 

 

立法中广泛规定了可以冻结、扣押和没收与调查腐败罪相关的资产（《国家问责条

例》第 5 条(i)项、第 10 条、第 12 条和第 23 条；《刑事诉讼法》第 516 条 A 项、

第 517 条和第 550 条；《反洗钱法》第 6 条第 6 款、第 8条、第 9条、第 14条和第

30 条；1974 年《联邦调查机构法》第 5 条第 5 款）。这些条款还允许扣押已混入

或转化成其他财产的工具或资产。在国家问责局的权力范围内还规定了无定罪没

收。 

《国家问责条例》第 13 条规定了善意第三人的权利。管理扣押和没收财产的责任

是临时分配的（《国家问责条例》第 12 条；《反洗钱法》第 11 条；以及《刑事诉

讼法》第 516 条 A 项）。区域一级有管理扣押资产的设施，但该设施需要集中进行

升级。《国家问责条例》第 14 条允许实施举证责任倒置。 

国家问责局主席及其得到授权的官员，无需法院指令，享有获取和访问银行记录

的特权（《国家问责条例》第 20 条和第 27 条）。 

 

  时效；犯罪记录（第二十九和四十一条） 

 

技术上，一旦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时效就应该开始，但立即提交一份首次情况

报告可暂停该时效期。在不直接了解谁是嫌疑人或罪犯的情况下，可以提交首次

情况报告，但该报告会启动调查。调查期没有时间限制，因此，对于犯罪行为实

际上没有时效。 

巴基斯坦可能会考虑以前在其他国家的定罪（《刑事诉讼法》第 511 条；《反洗钱

法》第 2 条(i)项和(q)项）。 

 

  管辖权（第四十二条） 

 

《国家问责条例》第 4 条和《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2 条确立了在巴基斯坦所犯罪

行的管辖权，《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4 条第 4 款将该管辖权扩展到在巴基斯坦注册

的船只或航空器上。巴基斯坦还对其公民在境外所犯罪行具有管辖权（《国家问责

条例》第 4 条和《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3 条和第 4 条第 1 款）。在洗钱方面，巴基

斯坦对在国外犯下的上游犯罪具有管辖权（《反洗钱法》第 2 条(i)项和(q)项及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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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若被告为巴基斯坦公职人员，巴基斯坦则承认其他管辖权依据（《国家问责

条例》第 4 条和《巴基斯坦刑法典》第 4 条）。 

在引渡请求被拒的案件中，巴基斯坦没有具体管辖权。巴基斯坦确实对其本国国

民予以引渡，也对被寻求引渡的上述人员具有管辖权。 

 

  腐败行为的后果；损害赔偿（第三十四和三十五条） 

 

虽然第三十四条似乎已部分执行，但巴基斯坦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以便充分评

估其对《公约》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从法律和实际两方面）的遵守情况。 

 

  专职机关和机构间协调（第三十六、三十八和三十九条） 

 

国家问责局、联邦调查机构和省级反腐机构以及金融监督股是负责巴基斯坦反腐

败的主要国家机构。近几年来，这些机构（在财政及其他方面）的独立性日益加

强，使其能够增强对政治和其他干扰的应对和抵御能力。虽然一些成功案例说明

了这一进展，但国家问责局和其他相关机构似乎需要大力加强其调查、起诉和执

法的能力，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虽然有人指出，国家当局（包括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公共部门机构）之间通过信

息共享开展了各种非正式合作机制，但所提供的有关国家机构之间合作的资料甚

少（《国家问责条例》第 33 条 C 项）。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充分评估《公约》的遵守

情况。 

银行保密不妨碍国家问责局（《国家问责条例》第 19 条）和金融监督股（《反洗钱

法》第 7 条第 5 项）开展调查。此外，所有金融机构直接向金融监督股提交可疑

交易报告和现金交易报告（《反洗钱法》第 7 条）。 

 

 2.2. 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 

 

总之，审议组强调了《公约》第三章实施过程中的下述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 

 • 扩大国家问责局主席的权力，使国家问责局相较于其他国家机构能够在无

定罪没收以及在没有法院指令的情况下获得银行文件方面自主地发挥作

用。鉴于这一良好做法，应考虑将这种权力扩大到其他相关机构，以进一

步提升调查和起诉与腐败相关的犯罪行为和没收腐败所得的能力（第三十

一条）。 

 

 2.3. 实施方面的挑战 

 

以下举措可以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反腐败措施： 

 • 鼓励巴基斯坦采取措施加强其数据收集系统，并跨部门协调收集和提供数

据，以表明其执行措施的有效性。 

 • 考虑添加一个总括条款，补充公职人员清单（第十五条第㈠项） 

 • 确保巴基斯坦的立法包括与贿赂犯罪相关的“许诺”要件（第十五条第㈠



 CAC/COSP/IRG/I/3/1/Add.32 

 

7/12 V.17-05612 

 

项和第十八条第㈠项） 

 • 敦促巴基斯坦大力加强其针对腐败案件的专门调查、起诉和执法能力（第

十五条第㈡项） 

 • 考虑阐明“任何其他人”这一概念的范围，以确保它确实包括外国公职人

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第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 考虑添加一个总括条款，以确保全面覆盖《公约》确立的所有上游犯罪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㈠项和第㈡项） 

 • 确保将“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不正当好处”涵盖在与妨害司法

有关的罪行中（第二十五条第㈠项） 

 • 由于缺乏信息，敦促巴基斯坦确保其立法符合《公约》的要求（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三十条第六款和第八款；以及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

五条） 

 • 审查其对法人的制裁，以确保制裁符合《公约》规定，为此，确保制裁有

效、相匹配且具有劝诫作用（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 确保辩诉交易和庭外和解的充分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相称性（第三十条第

一款） 

 • 考虑修改巴基斯坦与腐败犯罪相关的自愿遣返制度，保留刑事责任，并将

辩诉交易作为情有可原或减轻处罚的情节（第三十条第一款） 

 • 为了建立《公约》所寻求的平衡，审查其给予的职业豁免权（第三十条第

二款） 

 • 制定明确的准则以处理扣押和没收的资产，并考虑建立集中资产管理办公

室，确保资产保值（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 加快通过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草案，以建立一个成熟的证人保护方案（第

三十二条） 

 • 加快通过法律，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第三十三条） 

 • 继续确保国家问责局工作人员仍接受起诉、调查和其他各方面的专门培训

（第三十六条） 

 • 确保由国家问责局成立的巴基斯坦培训学院获得足够的资金（第三十六

条） 

 

 2.4. 在改进《公约》实施方面认明的技术援助需要 

 

 • 法务会计等专业领域的培训（第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 

 • 在声誉良好的组织进行国外培训，侧重于相关的反腐败案例研究（第十五

条、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条） 

 • 示范立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 

 • 反腐败专家提供现场援助（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和第四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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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咨询（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五条） 

 • 采用金融调查手段侦查金融机构内的金融犯罪案件（第三十条和第三十六

条） 

 • 主管人员接受新技术、新支付方式、基于贸易的洗钱、网络犯罪和电子犯

罪等方面的培训（第三十条） 

 • 关于查明和检测交替汇款系统和现金运送人等的国际最佳做法（第三十

条） 

 • 可制定重点关注洗钱与腐败之间联系的培训方案（第三十六条） 

 • 可对监督人员和调查人员开展强化训练、提供最新的技术工具和成功的反

腐模式案例研究，以达到统一性和国际同质性（第三十六条） 

 • 所有金融部门监管机构之间的密切协调和联络（第四十条） 

 

 3. 第四章：国际合作 

 

 3.1. 关于所审议条款实施情况的评述 

 

  引渡；被判刑人的移管；刑事诉讼的移交（第四十四、四十五和四十七条） 

 

1972 年《引渡法》对引渡作了规定，《引渡法》附则提供了一份可引渡罪行清单。

这份清单未全部涵盖《公约》确立的所有罪行。引渡须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引渡

法》第 2 条(a)项），且罪行必须在《引渡法》附则或双边引渡条约中得到确认。目

前，第 2 条(a)项中的语言表述可能模糊不清。引渡须符合至少 12 个月监禁的最低

刑罚要求（《引渡法》第 5 条第 2 款）。 

根据《引渡法》，巴基斯坦要求有条约依据或在官方公报上公示通知。该国通知联

合国秘书长不会将《公约》作为开展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相反，巴基斯坦依据

的是双边引渡条约。 

巴基斯坦与 28 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其他一些双边条约正在等待批准或正

在谈判之中。巴基斯坦报告称，许多引渡条约包括可引渡罪行清单，但不具体包

括腐败罪行。审议人员指出，巴基斯坦有义务认为与《公约》缔约国缔结的条约

包含《公约》确立的罪行。巴基斯坦还报告称，由于巴基斯坦是英联邦成员，《英

联邦内伦敦引渡办法》同样适用，但尚未在实际情况中使用过。 

巴基斯坦报告称，内政部负责引渡事宜。引渡请求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提交，

迄今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简化或精简引渡程序。没有国内立法或程序允许

在紧急情况下暂时逮捕被请求引渡人（《公约》第四十四条第十款）。 

虽然如果有理由认为提出引渡请求是为了以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

为理由对其进行起诉或处罚，巴基斯坦将拒绝引渡，但不会考虑将性别和族裔作

为拒绝引渡的理由（《引渡法》第 5 条第 2 款(g)项）。巴基斯坦可引渡其本国国

民。巴基斯坦报告称，不得仅仅因为罪行涉及财务事项而拒绝引渡，尽管这类罪

行目前尚未列入《引渡法》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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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罪犯条例》对将被判刑人员移交至和移交出巴基斯坦作了规定。巴基斯坦

已经缔结了八项关于移管被判刑人员的双边条约，另有几项条约正在等待批准。

巴基斯坦不是任何关于这类移管的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巴基斯坦没有刑事诉讼移

交方面的立法或惯例。 

 

  司法协助（第四十六条） 

 

巴基斯坦报告称，它正在起草一项全面规定刑事事项司法协助的新法律。截至

2016 年 5 月，该法律仍为草案，仍在进行全国磋商。有关司法协助的规定载于其

他法律中，例如，《国家问责条例》第 21 条和《反洗钱法》第 26-28 条、第 30 条

和第 31 条。 

然而，《国家问责条例》第 21 条在允许巴基斯坦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的情况下，并

没有涉及提供援助来回应其他国家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巴基斯坦解释称，只要

不要求采取强制措施，《公约》可以直接适用，以便向外国提供援助。此外，2010

年《反洗钱法》的规定涵盖了其他国家提出的与洗钱罪行相关的司法协助请求。 

目前的立法框架未涉及许多问题，也不符合《公约》第四十六条的所有规定。审

议人员强调，必须加快通过与司法协助相关的法律草案，确保其完全符合第四十

六条。 

巴基斯坦缔结了四份有关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另有一些双边条约正在谈判之

中。作为英联邦成员，巴基斯坦适用《英联邦内刑事事项互助哈拉雷计划》，但尚

未在实际情况中使用过。 

巴基斯坦报告称，它向其他国家提出了许多司法协助请求，并应其他国家的请求

提供了司法协助。虽然目前国内没有关于双重犯罪问题的具体规定，但巴基斯坦

报告称，在实践中，在非双重犯罪情况下，可以提供不要求强制措施的协助。 

国家问责局是负责接收其他缔约国根据《公约》提出司法互助请求的中央机关。

所有请求应以英文提交或附有官方英文翻译。巴基斯坦规定，此类请求须通过外

交渠道进行发送，但紧急请求可以直接通过请求国的中央机关进行发送，前提是

同时也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发送。虽然没有具体立法对司法协助请求提出要求，但

巴基斯坦制定了一份要求清单，似乎符合《公约》第四十六条第十五款和第十六

款。 

仅《反洗钱法》规定了对洗钱罪拒绝司法协助请求的理由。实际上，巴基斯坦报

告称，它不会以银行保密或罪行涉及财务事项为理由拒绝提供司法协助，并且它

会提供拒绝司法协助请求的理由。虽然没有规定，但巴基斯坦报告称，它负担执

行司法协助请求的一般费用。 

巴基斯坦并未根据第四十六条第四款和第五款在立法中规定在无事先请求的情况

下传递资料，但其报告称它会在实际情况中那样做。 

目前的立法框架没有涉及移管被拘留者以提供证据（第四十六条第十至十二款）

或保障证人在巴基斯坦的安全通行。法律没有规定使用或保密的限制，但巴基斯

坦报告称，在实际情况中不会违反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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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法律规定，巴基斯坦报告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它可以分享政府的

公开文件和非公开文件。 

 

  执法合作；联合侦查；特殊侦查手段（第四十八、四十九和五十条） 

 

在执法合作问题上，巴基斯坦提及了《国家问责条例》第 21 条和第 33 条 C 项及

《反洗钱法》。巴基斯坦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亚太小组建立了同其他国家的沟通渠道。巴基斯坦已缔结了若干谅解备忘录，

并进行非正式临时合作。有几个欧洲国家在巴基斯坦派驻了警务联络官员，巴基

斯坦在境外派驻了若干警务联络官员。 

巴基斯坦报告称，它利用外交渠道，视具体案件情况参与联合侦查。根据《国家

问责条例》第 21 条，巴基斯坦也可以就联合侦查签订双边特别协定。 

巴基斯坦报告称，它在实际情况中使用特殊侦查手段。《国家问责条例》第 19 条

(e)项允许按照司法授权通过必要手段对人进行监视。2013 年《公正审判法》规定

了国内和国际上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详细条例，但该法不适用于腐败事项。 

 

 3.2. 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 

 

 • 巴基斯坦直接适用《公约》第四十六条提供司法协助 

 

 3.3. 实施方面的挑战 

 

提请巴基斯坦注意以下几点，采取行动或进行审议，以加强国际合作，打击《公

约》涵盖的腐败罪行： 

 • 敦促巴基斯坦扩大《引渡法》附则中的可引渡罪行清单，以涵盖《公约》

确立的所有罪行或将清单更换为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双重犯罪对可引渡

罪行所作出的定义（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 巴基斯坦不妨修改《引渡法》第 2 条(a)项的语言，以阐明双重犯罪这一要

件（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 巴基斯坦不妨考虑在案件包括若干单独犯罪，其中至少有一项犯罪是可引

渡的情况下准予引渡（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 敦促巴基斯坦将《公约》确立的所有罪行都看作包含在现行双边引渡条约

中的可以引渡的犯罪，并将其列入今后的引渡条约（第四十四条第四款） 

 • 建议巴基斯坦修改《引渡法》，将《公约》确立的罪行从关于政治犯罪的

第 5 条第 2 项(a)款的执行中排除（第四十四条第四款） 

 • 巴勒斯坦不妨考虑简化和精简程序和证据要求，以便能够高效及有效地处

理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第四十四条第九款和第四十六条第二十四款） 

 • 鼓励巴勒斯坦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允许在紧急情况下暂时逮捕被请求引渡

人（第四十四条第十款） 

 • 鼓励巴勒斯坦修改《引渡法》第 5 条第 2 款(g)项，确保如果有充分理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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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提出引渡请求是为了以某人的性别和族裔为理由对其进行起诉或惩罚，

巴基斯坦没有引渡义务（第四十四条第十五款） 

 • 敦促巴基斯坦加快通过关于司法协助的法律草案，并确保其完全符合《公

约》。特别是，该法律应该： 

  ◦ 纳入按照其他国家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提供广泛的援助措施的条

款（第四十六条第三款） 

  ◦ 确保不得以银行保密为理由拒绝协助（第四十六条第八款） 

  ◦ 阐明采取非强制协助措施无需满足双重犯罪要求（第四十六条第

九款） 

  ◦ 阐明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的要求（第四十六条第十五

款） 

  ◦ 明确规定执行其他国家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的方式（第四十六条

第十七款） 

  ◦ 阐明与巴基斯坦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相关的使用或保密的限制以

及与其他国家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相关的保密限制（第四十六条

第十九款和第二十款） 

  ◦ 具体规定拒绝理由，包括禁止以请求涉及财务事项为理由而拒绝

（第四十六条第二十一款和第二十二款） 

  ◦ 对证人或专家的安全通行保障作出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十七

款） 

 • 巴基斯坦也不妨考虑就以下几点在关于司法协助的法律中作出规定： 

  ◦ 确认可以为涉及法人的犯罪行为提供司法协助（第四十六条第二

款） 

  ◦ 在未经事先请求的情况下，有权自发向外国主管机关提供相关信

息（第四十六条第四款） 

  ◦ 移管被拘留者以提供证据（第四十六条第十至十二款） 

  ◦ 可以直接向中央机关发送请求（第四十六条第十三款） 

  ◦ 利用视频会议提供司法协助（第四十六条第十八款） 

  ◦ 关于延期或拒绝提供协助的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十三款和第二

十五至二十六款） 

  ◦ 对费用作出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十八款） 

  ◦ 分享非公开的政府记录（第四十六条第二十九款第㈡项） 

 • 巴基斯坦不妨考虑采取立法措施，在有利于正当司法的情况下，允许与外

国相互移交刑事诉讼（第四十七条） 

 • 巴基斯坦不妨考虑通过立法为在腐败罪行的侦查中使用控制下交付、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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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作出规定，并允许就这些事项开展国际合

作（第五十条） 

 

 3.4. 在改进《公约》实施方面认明的技术援助需要 

 

巴基斯坦主管部门认明了以下技术援助需要： 

 • 政策制定、体制改革、培训以及能力建设方面的技术援助；现场考察或协

助（第四十六条） 

 • 开发反腐工具（第四十六条） 

 • 在特殊侦查手段方面，总结良好做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第五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