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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偷渡 , 即非法移民 , 又称非法出入境 , 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 是世界增长

速度最快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偷渡在我国呈现出内外勾结集团化 , 偷渡方式多样化 , 偷渡活

动地域化 , 偷渡人员逐年增长等特点。我国政府一向反对非法移民 , 严厉打击偷渡活动是我

国的一贯政策。打击偷渡犯罪必须严厉惩罚“蛇头”; 惩治偷渡犯罪 , 必须加强对跨国犯罪

组织的打击 ; 遏制偷渡犯罪 , 必须加强各国警察机关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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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偷渡是快速兴起的国际犯罪

偷渡 , 即非法移民 , 又称非法出入境 , 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有

计划地组织、运送他人偷渡 , 又称人口走私或贩运人口 , 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偷渡活动

中 , 最严重的是跨国犯罪集团参与组织、贩运和迫害非法移民。为此 , 联合国将贩卖人口列

为 17 类国际犯罪之一。这类日益猖獗的犯罪主要是贩运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 , 其中

包括妇女和儿童 , 迫使其充当劳工、从事色情和家庭服务等 , 而犯罪分子从中牟取暴利。

目前 ,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 偷渡是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跨国有组织犯罪。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以来 , 国际社会认为毒品犯罪是发展最快、利润最大、数量最多的跨国犯罪。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 这种认识正在逐渐得到修正。偷渡犯罪与毒品犯罪相比 , 投资更少 ,

风险更小 , 所受到的法律制裁更轻 , 而利润则更大、更具诱惑力。据英国移民和国家指导署

估计 , 每年大约有 3000 万人从发展中国家被偷渡到发达国家 , 贸易额价值在 120 亿至 300

亿美元。另据联合国 2000 年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 , 人口走私利润每年高达 70 亿美元 , 涉及

2 亿人口。巨额利润驱使跨国犯罪集团在世界各大洲屡屡贩运人口 , 使人类历史上的“贩

奴”浪潮又一次席卷全球。

二、国际黑社会组织对中国偷渡活动渗透的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在国际和国内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 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极力

向我国渗透。我国的偷渡犯罪活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 违法犯罪活动的方式、手段、人员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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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都呈现了十分显著的变化。

(一) 内外勾结 , 偷渡活动集团化。组织、运送他人偷渡犯罪活动具有跨国性并呈现出

集团性犯罪的特征。境内外犯罪组织相互勾结、彼此利用、交叉渗透。20 世纪 90 年代之

前 , 发生在我国的偷渡案件大多表现为自发性、个体性案件 ; 之后 , 出现了自发性偷渡向有

组织偷渡转变 , 个体性偷渡向集团性偷渡发展的趋势 , 其规模越来越大。近年来 , 以最大利

润为组织目的 , 以高度智能化和灵活性的活动方式 , 专业化国际性的组织结构 , 以有效性成

功率大为最终结果 , 已成为黑社会犯罪组织偷渡活动的明确目标。

大量案例证明 , 许多规模大、影响大、危害大的偷渡活动 , 都是由国外的黑社会组织和

国内的犯罪分子互相勾结专门组织实施的。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的黑社会组织都已

十分猖獗地插手、控制中国的偷渡活动。例如 , 2000 年 6 月 19 日发生在英国多佛尔港 58

名中国偷渡者窒息死亡的惨案 , 就说明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严重性和猖獗性。

另据加拿大皇家骑警公布的消息 , 2000 年 7 月 , 加拿大、美国、韩国警方通力合作 ,

逮捕了 20 名特大“蛇头”。这个由 20 名亚裔公民组成的偷渡集团在 1999 年短短的 9 个月里

至少从中国、韩国向加拿大偷运了 1200 名非法移民 , 平均每个月贩运 100 多人 , 这个国际

黑社会组织已经大肆活动了 10 年。

据调查 , 在美国大约有数十个黑社会组织专门从事偷渡活动 , 每个组织都与中国大陆或

台湾某个集团有联系。黑社会通过他们掌握的渠道进行偷渡活动 , 将非法移民带到美国后安

排在制衣工厂或中餐馆 , 在他们的控制下以打黑工抵债的方式偿还偷运费。

(二) 主犯盘踞国外 , 偷渡活动智能化。国际黑社会组织在偷渡犯罪活动中 , 在内外勾

结的同时 , 精心组织 , 严密策划。他们有的负责联络 , 安排偷渡计划和启程时间以及运送方

式 , 即策划者 ; 有的负责寻找企图偷渡者 , 在国内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人员组织 , 即物色者 ;

有的负责提供假证件 , 包括护照和签证 , 即供给者 ; 有的负责交通 , 从空中偷渡的负责购买

机票 , 从海上偷渡的 , 则负责寻找、租用船舶 , 即实施者 ; 有的负责接运 , 安排中转 , 安排

食宿地点 , 即护送者 ; 而首要分子即策划者则坐镇境外遥控指挥 , 表现出严密的计划性和组

织性。近年来 , 各地公安机关虽然破获许多偷渡案件 , 但是主犯大都因盘踞国外而逃之夭

夭。

(三) 外籍“蛇头”入境组织 , 偷渡活动国际化。国际黑社会组织犯罪集团成员频频进

入中国域内 , 直接组织偷渡活动。例如 , 1997 —1998 年间 , 上海出入境口岸边防检查机关

共查获组织运送他人偷渡的犯罪分子 128 人 , 其中外国籍“蛇头”46 人 , 占 36 % , 涉及日

本、美国等许多国家。

(四) 偷渡方式多样化。犯罪分子采取的偷渡方式多种多样 , 有的是无任何证件从海上

组织大规模偷渡 ; 有的贿赂边防、海关检查人员买关出境 ; 有的利用劳务输出、出国考察、

出境旅游的名义 , 骗取护照签证 , 出国后滞留不归 ; 有的混迹于交通工具、夹杂在货物中蒙

混过关 ; 还有的在境外专门伪造护照、签证 , 然后入境组织人员从开放口岸偷渡。此外 , 还

经常有一些外国“蛇头”组织外国公民借道中国进行偷渡活动。例如 , 1998 年 9 月 , 四川

成都边防检查机关查获了一起涉及 11 名外国人的团伙入境偷渡案。这 11 人中 , 除了 1 名新

加坡籍“蛇头”以外 , 全是斯里兰卡人 , 持有 4 本伪造的新加坡和斐济护照 , 在“蛇头”的

带领下 , 从科伦坡经新加坡飞抵成都 , 企图迂回偷渡到外国。

(五) 偷渡活动地域化。从全国来说 , 虽然多数省市都有偷渡活动发生 , 但主要的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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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大都来自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及东北各省 , 其中又以福建地区较为严重。例如 , 2000

年福州市边防机关就抓获偷渡活动的组织者和运送者 526 人 , 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60 %。同

时 , 接收国外遣返的偷渡人员 22 批 , 1020 人。2000 年东北地区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获涉

及 50 人以上的偷渡案件 13 起 , 其中 , 涉及 110 人的重大案件就有 2 起。

(六) 偷渡人员不断增多。在国内外黑社会组织犯罪集团的操纵下 , 近年来 , 我国偷渡

人员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据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统计 : 1993 年至 1997 年 5 年间全国出入境

边防检查机关共破获偷渡案件 114 万件 , 查获偷渡人员 415 万名 , 抓获境内外“蛇头”2000

名。据公安部统计 , 1999 年全国各地边防机关共查获偷渡人员 9129 人 , 比 1998 年上升了

11817 % ; 抓获“蛇头”925 人 , 增加了 22515 % ; 查处各种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的人员有

48656 , 增加了 4109 %。不仅涉及中国人 , 也涉及许多外国人 , 涉及的国家也由几个增加到

几十个。不仅涉及到自然人 , 也涉及到法人。

三、偷渡犯罪的国内控制对策

我国政府一向反对非法移民 , 严厉打击偷渡活动是我国的一贯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 , 我国政府更是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采取不懈的努力 , 一方面坚决制止中国公民非法出入境

活动 , 一方面严厉惩罚偷渡活动的组织者和运送者 , 重点打击境外黑社会的渗透活动。

(一) 国内立法对策。偷渡 , 是指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非法出入境的行为 , 在我国的刑

法上称为偷越国 (边) 境犯罪 , 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 偷渡犯

罪既包括故意从不准通过的地点秘密出入境或者使用假证件和其他欺骗手段 , 从开放的口岸

蒙混过关等情节严重的行为 , 也包括组织、运送他人偷渡 , 骗取、伪造、倒卖或为偷渡者颁

发证件 , 以及私放他人偷越国 (边) 境的行为。违法主体多层次 , 既有一般主体 , 也有特殊

主体 ; 既有中国公民 , 又有外国人。

在 1979 年实施的《刑法》中 , 规定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和偷越国 (边)

境罪。但是存在着量刑偏轻 , 惩罚档次较少的问题。针对偷渡活动的日益发展 , 全国人大常

委会于 1994 年 3 月 5 日通过了《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决定》 (以

下简称《决定》) , 对有关规定做了重要的补充。1997 年颁布的《刑法》吸收了《决定》的

全部内容 , 并且增加了惩治境外黑社会犯罪的规定。

11 增加惩罚偷渡犯罪的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第 6 章第 3 节规定了 6 种妨碍国

(边) 境管理罪 , 第 9 章渎职罪中还规定了 2 种由国家公务人员实施的此类犯罪。修改后的

罪名主要有 : (1) 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 ; (2) 为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骗取出境证

件罪 ; (3) 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 ; (4) 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 (5) 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 ; (6) 偷越国 (边) 境罪 ; (7) 为企图偷越国 (边) 境的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罪 ;

(8) 私放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

21 惩罚偷渡犯罪的立法特点。 (1) 提高法定刑 , 增强刑罚力度。根据我国刑法的罪刑

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 对组织、运送他人偷渡犯罪的处罚 , 将最高刑从 5 年有期徒刑

提高到无期徒刑 , 并且修改了量刑幅度 , 将法定刑由原来的 1 个档次修改为 3 个档次。例

如 , 情节一般的 , 处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 情节严重的 , 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

同时还要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 , 对新增加的几个罪名也分别规定了相应的量刑等

级。(2) 实施主附刑绝对并罚制 , 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经济制裁。法律在提高了法定刑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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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还对附加刑的运用作了重大修改。强调对偷渡犯罪分子必须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把

原来实行的选择性处罚改变为硬性规定 , 实施主附刑绝对并罚制。(3) 规定了法人犯罪 , 扩

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对单位犯有偷渡罪的适用“双罚制”, 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可以

作为偷渡犯罪的主体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 , 对从根本上遏制偷渡

犯罪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法律武器。(4) 对境外黑社会犯罪实行加重处罚原则。按照《刑法》

规定 , 境外黑社会对境内进行渗透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 ,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二) 国内执法对策。为了严厉打击偷渡活动 , 我国执法机关开展专项斗争和综合治理

并举 , 形成口岸边境、沿海相结合 , 积极开展跨省区协作侦查的态势 , 把惩处境内外“蛇

头”作为打击的重点。每年都有针对性地开展“抓蛇头、打现行、挖团伙”的反偷渡联合行

动。公安部明确提出 : 把能否抓到和依法处罚“蛇头”作为反偷渡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对

查获的每一起偷渡案件和发现的线索都要一查到底 , 对于潜逃的“蛇头”要采取各种形式追

捕。公安机关各个警种之间、各个省际之间要协同行动 , 发挥整体作战优势 , 切实堵住偷渡

的源头。例如 , 福建省公安机关在 1999 至 2000 年间连续开展了四次反偷渡犯罪的专项斗

争 , 每次都把追捕“蛇头”作为重点 , 并且还实施网上追捕 , 至 2000 年底 , 已有 849 名境

内外“蛇头”落入法网。由于严厉惩处了偷渡活动的组织者和运输者 , 使福建地区的偷渡案

件大幅下降。据《人民日报》华东版 2001 年 1 月 15 日报道 , 2000 年福州市查获的偷渡案

件由 1999 年的 107 起 , 涉案 1746 人下降到 24 起 , 124 人。同时 , 由国外遣返回国的偷渡

人员也由 1999 年的 2894 人下降到 1020 人 , 减少 65 % , 偷渡活动得到初步遏制。

四、偷渡犯罪的国际控制对策

(一) 国际法律对策。偷渡犯罪是一种跨国犯罪 , 既涉及出境国、入境国 , 还涉及过境

国。因此 , 制止偷渡犯罪 , 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11 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加强国际合作 ,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偷

渡犯罪的工作 , 并将其视为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双边合作或多边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

来 , 江泽民主席、朱　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积极倡导和外国加强合作 , 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和偷渡犯罪活动。我国领导人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

家领导人会谈时 , 都曾反复谈到这一问题 , 经过协商 , 相继同一些国家签署了国家间惩治跨

国有组织犯罪和偷渡犯罪的合作协议。例如 , 1999 年 4 月 , 中国和加拿大两国代表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打击犯罪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规范并加强了两国执

法部门的全面合作。根据协定规定 , 两国执法部门将进一步开展积极的合作 , 共同打击跨国

犯罪 , 特别是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和偷渡犯罪。2000 年 , 加拿大皇家骑警驻中国联络处

成立 , 标志着两国间的执法合作将会更有效率。

21 签订部门间合作协议。惩罚跨国有组织犯罪 , 打击毒品犯罪 , 打击偷渡犯罪等 , 离

不开两国或者多国警察的合作。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国际执法合作 , 我国政府和执法部门积

极推动国际间的多级合作。我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签署了多个国家级合作条约 , 而且公安部还

先后与加拿大、西班牙、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等 40 多个国家的内

务部门、移民事务部门签署了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和偷渡犯罪的部级双边协议。此外 , 还同欧

盟、国际移民组织就打击偷渡犯罪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1 缔结国际专项公约。发展和推进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 , 是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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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犯罪的最佳运作方式。在 2000 年第 55 届联合国大会上 , 我国政府积极与世界其他国家共

同缔结了《联合国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及《打击陆地、海上、空中偷运非法移民议定书》、

《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为与世界各国开展多方

位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二) 国际侦查合作对策。几年来 , 我国公安机关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国

的警察机关开展侦查协作 , 互相交换信息 , 成功地破获了多起国际黑社会组织策划的偷渡活

动。

11 实施“控制下通关”战术。为了一举查获跨国偷渡集团 , 大胆将偷渡分子放行过关。

例如 , 1998 年 10 月 , 上海公安机关和日本警方合作 , 破获了一起跨国偷渡集团案。在日本

大阪、奈良等地搜查有关场所 35 处 , 逮捕了日本“蛇头”和提供日本护照者 27 人 , 中国偷

渡人员 10 人。

21 互通情报信息。在国际侦查合作中 , 互通信息 , 利用信息 , 及时开展侦查工作十分

重要。1998 年末 , 上海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收集到境内外“蛇头”林某等人 , 利用伪造护照 ,

收买我边防检查人员并由美国境内“蛇头”接应的方式 , 组织偷渡人员到美国的信息 , 经与

美国洛杉矶移民局合作 , 成功地破获了一起跨国组织偷渡犯罪案件 , 中美两国警方共拘捕了

5 名“蛇头”, 成功地惩治了一个国际黑社会组织。

31 引渡“蛇头”, 跨国调查取证。近年来 , 中韩两国警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 开展

了多次成功的合作 , 先后向韩国方面移交了数名跨国逃犯。1997 年 12 月 3 日 , 中国警官押

解小组将组织中国公民偷渡的韩国“蛇头”李相吾押赴韩国 , 并在韩国警方协助下调查取

证 , 查清李相吾伙同另外 3 个韩国人 , 先后 3 次组织 95 名中国公民偷渡韩国的犯罪事实。

偷渡活动既是一种国际性的跨国界犯罪活动 , 又是一种在长时期内可能持续发展的违法

犯罪行为。打击偷渡犯罪 , 必须坚持严厉惩罚“蛇头”; 惩治偷渡犯罪 , 必须加强对跨国犯

罪组织的打击 ; 遏制偷渡犯罪 , 必须加强各国警察机关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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