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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0333.htm 第三节 引渡和庇护 一

、引渡 引渡是国家间的一种司法协助行为。在国际法上，国

家没有必须引渡的义务，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国是否接受

他国的引渡请求，在没有条约义务的情况下，由被请求国自

行决定。所以，国内立法、国与国之间的引渡条约或包含引

渡条款的国际公约才是引渡的法律依据。 （一）引渡的主体 

引渡是国家间的司法协助行为，因此，引渡的主体原则上是

主权国家。独立司法管辖区成为"准引渡主体"。 （二）引渡

的对象 引渡的对象是被请求国指挥为犯罪或被其判刑的人，

可能是请求国人、被请求国人和第三国人。通常各国都拒绝

引渡本国国民，即"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三）可引渡的

罪行 "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双重犯罪原则"

——必须是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法律都认定为犯罪的行为

；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不应视为政治犯罪的行为：（1）战

争罪、反和平罪和反人类罪；（2）种族灭绝罪或种族隔离罪

；（3）非法劫持航空器；（4）侵害包括外交代表在内的受

国际保护人员罪行等。 （四）引渡的程序 请求的提出、答复

、文件材料传送、移交引渡人 （五）引渡的效果 请求引渡国

把罪犯引渡回国后，只能就其请求引渡时所指控的犯罪行为

对该被引渡者进行审判和处罚，不得对引渡理由之外的其他

犯罪进行审判或处罚（罪名特定原则），或再引渡给第三国

。 二、庇护 一国对于被外国追诉或受迫害而来要求避难的外

国人，准其入境和居留，给予法律保护，并拒绝将其引渡给



任何外国的行为。 不引渡不等于不庇护。也可能出现既不引

渡又不庇护的情况。 从事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

劫机、侵害外交代表等罪行以及其他被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认

为是国际罪行的人，不得进行庇护。 域外庇护，又称外交庇

护，指给避难者在驻在国的使馆、领馆、军舰甚至商船内以

庇护，即庇护国在外国领土上庇护外国人。域外庇护与领土

庇护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庇护国在外国领土内利用特权与

豁免来庇护外国人。 被庇护人在庇护国享有外国侨民待遇；

庇护是基于领土行为，不等于不引渡；国家只要不违背国际

义务可以自主决定庇护的条件 第四节 国际人权法 概述 国际

人权条约体系（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者我

国加入并生效，后者我国已签署但待批准） 国际保护人权机

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