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在大量来华的外国人中
,

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人境
、

非法居留
、

非法就业的
“

三非
”

人员
。

这些外国人不仅违反

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法规
,

扰乱了正常的出人境管理秩序
,

而且引发了诸多犯罪问题
。

地此类案件连续发生
,

有的地方甚至一天就发生好几起
。

加。

年 月 日
,

两个伊朗人由于在兰州市行骗
、

盗窃近 万元
,

分别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年和 年
,

最终被驱

逐出境
,

这一案件在当地曾引起较大的反响
。

“三非
”

外国人在数量上显著增加

据统计
,

近年来
,

在华
“

三非
”

外国人呈现出显著增加

之势
。

年
,

我国公安机关查处
“

三非
”

外国人 万人
,

遣返出境 人
。

此前 年间
,

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
“

三非
”

外国人 人 此前近 年间
,

全国共遣送
“

三非
”

外国

人 万人次
。

在北京
、

上海
、

广东等外国人较为集中的地

区
, “

三非
”

外国人问题更为严重
。

年
,

北京市公安局

查处外国人
“

三非
”

案件 起
,

比 年上升
,

居

留审查并遣送出境外国人 人
,

比 年上升
。

年
,

广东省公安机关查处
“

三非
”

外国人逾 人
,

年仅广州市就查处
“

三非
”

外国人 多名
。

“三非
”

外国人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
“

三非
”

人员在华没有合法身份
,

找工作受到限制
,

往

往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
,

因而大量
“

三非
”

外国人导致我

国近年来外国人犯罪案件多发
。

年
,

全国公安机关出人

境管理部门查处各类重大涉外案 事 件 起
,

人
。

北

京市公安局 年共立案侦查外国人刑事犯罪案件 起
,

查处外国人违反治安管理案件 起
,

比上年上升
。

上

海市 年涉外案 事 件也比前两年上升 朽 和
。

“ 三非
”

外国人违法犯罪领域广泛
,

重大犯罪案件所占

比例增大
“

三非
”

外国人的违法犯罪活动不仅涉及一般性的治安

违法案件
,

而且包括多种刑事犯罪案件
,

走私
、

抢劫
、

诈骗
、

盗窃
、

拐卖妇女
、

组织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并不少见
,

特别

是近年来
“

三非
”

参与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呈现出上升态势
。

年以来
,

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案值达 万美元 的
“ · · ”

哥伦比亚
、

墨西哥等国犯罪团伙盗窃钻石案等

重特大刑事案件 年广州市公安局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

特大跨国贩毒案
、

中东人多次冒充国际刑警抢劫案等涉外案

件
。

在公安机关破获的由
“

三非
”

参与实施的重特大刑事案

件中
,

有些已经显露出有组织
、

有预谋的团伙犯罪特征
。

“ 三非
”

外国人犯罪向中小
、

内地城市扩散

以往
“

三非
”

外国人犯罪活动集中于京沪穗等经济发达

的大城市和边境城市
,

近年来
,

尽管上述城市仍然是
“

三非
”

外国人犯罪活动的多发地区
,

但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
,

“

三非
”

外国人犯罪已经呈现向中小和内地城市扩散的趋势
。

在浙江金华
、

宁波
、

义乌
、

湖州
,

江苏无锡
、

苏州
、

常州等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滞后

我国现有的关于规范
“

三非
”

外国人的法律法规多制定

于 年
、

年前
,

有些内容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

主要表

现在
,

对非法居留
、

非法就业的外国人处罚力度偏低
,

而且

只有一般的行政处罚
。

如法律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非法居留的

处罚以 元封顶
,

往往起不到警戒的作用
。

对于非法就业
,

妙卜管法实施细贝峥 第 条规定
,

对私自谋职的外国人
,

在

中止其任职或就业的同时
,

处以 元以下的罚款
,

情节严

重的限期出境
。

上述处罚措施与许多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形

成鲜明对照
。

在澳大利亚
,

外国人非法就业被查获将处以

万美元的罚金
,

并偿付政府的工作费用
。

英国对非法移民处

英镑罚金或半年以下监禁
,

或并处
。

在法国
,

对非法偷渡

者罚 欧元
。

我国偏低的处罚措施显然不利于公安机关和

其他部门对
“

三非
”

问题的查处
。

防控
、

管理机制不健全

随着我国边境口岸的增加和边境贸易的发展
,

边境管理

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

突出表现在证件检查不够严格
、

对重点

人员关注不够
、

非法人境路线把关不严
,

从而导致外国人特

别是朝鲜
、

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人员非法人境更加便利
。

在打

防方面
,

没有形成长效机制
,

基本上是在
“

三非
”

问题严重

时狠抓一阵
,

情况稍有好转就放松警惕
。

需要指出的是
,

尽

管我国公安机关针对
“

三非
”

外国人违法犯罪实施的专项行

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但从实质上看也是一种短期行为
,

其

积极影响不具有持久性
。

此外
,

目前对外国人的日常管理工

作主要是由派出所承担的
,

由于很多基层民警不熟悉相关涉

外管理法规
、

缺乏外语交流能力
,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外国人

管理工作出现真空地带
。

职能部门协作配合不到位

从近年对
“

三非
”

违法犯罪的防控情况看
,

较为突出的

问题是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协作配合
,

没有形成有力的防

控体系
。

首先是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之间各自为战的倾向明

显
,

国保
、

刑侦
、

治安
、

边防
、

出人境等部门往往只着力于

自身的职能领域
,

有关
“

三非
”

信息
、

情报等资源没有实现

充分共享
,

难以形成打击合力
。

其次是公安机关与其他涉及

外国人管控工作的部门如民政
、

侨办
、

教育
、

卫生等协调配

合不够
,

各部门拥有的优势资源尚未通过合理整合转化为真

正的工作优势
,

互相支持
、

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还没有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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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安机关处置不力

对
“

三非
”

外国人违法犯罪案件
,

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做

出前期处置的往往是公安机关的基层民警
。

但是就目前情况

看
,

基层公安机关不仅面临着工作任务重
、

警力不足的问题
,

而且公安民警大多缺乏处置涉外案件的经验
,

不了解涉外案

件处置的原则和特殊程序
,

因而遇到涉外案件时往往出现
“

怕
”

字当头
“

软
”

字收尾的现象
。 “

怕
”

即怕麻烦
、

怕出

事
、

怕花钱
、

怕丢乌纱帽
, “

软
”

则表现为软弱无力
、

不严

格执法
、

无原则降格处理等
。 “

怕
” 、 “

软
”

现象的存在
,

导

致许多
“

三非
”

违法犯罪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
,

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对
“

三非
”

的违法犯罪起到了助长作用
。

加强边境管理
,

解决
“ 三非

”

源头问题

防控
“

三非
”

违法犯罪首先要把好人口关
,

即防止外国

人非法进人我国
。

我国已经成为偷渡目的地
,

每年都有相当

数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周边
“

第三世界
”

国家的公民通过各种

途径偷渡到我国
。

为把偷渡者堵截在国门之外
,

沿边
、

沿海

地区的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边境地区和海上的管理控制
,

掌

握非法人境者偷渡的路线
、

方式
。

在陆地边境
,

应抽调警力

进一步充实重点边境地段的控制力量
,

加强对边境地区的巡

逻
、

控制
,

严密防范邻国公民非法进人我国境内
。

在沿海地

区
,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渔船民的管理和宣传教育
,

防止渔船

被用于运送偷渡人员
,

同时
,

加大对重点海域的巡逻巡查密

度
,

加强对可疑船只的检查和堵截
。

边防
、

出人境和刑侦部

门在打防偷渡工作中要加强沟通协作
,

及时互通情况
,

整合

人力和情报资源
,

有效地打击持用伪假证件
、

逃避边防检查
、

偷登出人境交通工具
、

利用集装箱等多种形式的偷渡活动
。

加强基层民普培训
,

提高公安基层管控能力

为改变公安基层民警处置涉外案件经验不足
、

外语基础

薄弱局面
,

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公安基层民警的培训工作
。

从
“

三非
”

外国人违法犯罪多发地区的公安机关以及公安院校中

选调处置涉外案件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教官队伍
,

定期对基

层公安民警进行有针对性的涉外事务管理和涉外案件处置培

训
。

要通过外语培训和选调等方式
,

建立基层公安机关外语

人才队伍
。

为提高基层公安机关对境外人员的管控能力
,

还

要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手段
,

在此方面我国海南公安机关的做

法值得借鉴
。

海南公安机关利用
“

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信息

系统
”

建立起了以省公安厅出人境管理处为中心
,

以基层公

安派出所夕停民警为骨干
,

以
“

三员
”

三资企业的联络员
,

宾馆酒店的户管员
,

村委会
、

居委会
、

物业管理小区的信息

员 为基础的外管队伍
,

构建了
“

宾馆 —派出所 —市县

一级出人境管理部门 —省厅一级出人境管理部门
”

的外管

电脑四级网络系统
,

把境外人员有效地纳入人口管理
,

从而

能够及时发现
“

三非
”

人员及其违法犯罪活动
。

延伸公安工作触角
,

掌握
“ 三非

”

外国人违法犯罪动态
“

三非
”

外国人违法犯罪涉及面广
、

复杂程度高
,

公安

机关在防控其违法犯罪工作中必须借助各种社会力量
,

延伸

工作触角
,

以及时掌握违法犯罪动态
,

做到底数清
、

情况明
。

首先要把专门工作与走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

要进一步加强社

区警务工作
,

在街道
、

社区
、

乡镇和村屯中安排群众涉外安

全管理联络员
,

鼓励人民群众及时报告
“

三非
”

人员及其违

法犯罪活动情况 在三资企业
、

大专院校
、

民办外语学校等

外国人较多单位
,

要建立和完善联系制度
,

及时获取
“

三非
”

人员信息
,

对于知情不报
、

包庇
、

甚至对
“

三非
”

人员容留

资助者要予以严肃查处
。

其次要疏通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合作

渠道
,

实现公安机关与劳动保障
、

教育
、

工商
、

民政
、

卫生
、

文化等部门的密切协作
,

在涉外信息共享
、

基础数据交换
、

个案办理
、

重大决策等方面联合执法
。

加强对来华外国人的法制宣传教育
,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鉴于来华外国人多是初次来华
,

对我国的出人境法规不

了解或知之甚少的情况
,

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对其进行宣

传教育
,

可以采取以下三种途径 一是
“

走出去
”

直接向外

国人进行面对面宣传
,

采取民警主动走进外国人比较多的单

位进行宣传 二是利用办理签证延期
、

居留证的机会
,

通过

办证接待窗口 向人境外国人和有关中方人员进行法规宣传

三是加强对宾馆
、

酒店及外国人中方邀请
、

接待单位人员的

业务培训和法律宣传
,

并通过他们向外国人进行相关法律宣

传
。

通过利用各种渠道进行法律宣传
,

使外国人和有关中

方人员知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人境出境管理法》及

相关法律规定
,

从而提高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

另外
,

立法

机关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

尽快制定和完善与当前

形势相适应的规范
“

三非
”

外国人违法犯罪问题的法律法

规
,

改变处罚力度偏低的情况
,

提高相关法律规范的可操

作性和威慑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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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江苏省赣偷县公安局追捕组
,

经过近

天缤密侦查
,

在大连市金州区将潜逃 巧 年的伤害致死 网上

逃犯秦胜 男
,

岁
,

赣榆县人 抓获归案
。

经查
,

年

月 日
,

秦胜在拓汪镇赶集时与石 桥镇白石 头村李海波等

人因 口 角引发打斗
,

秦胜 用随身携带的刀 子刺 中李海波致其

心 源性休克性死亡
。

案发后秦胜改名 陈世全
,

藏匿在大连市

城郊结合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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