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1877年《引渡法》和1882年《逃

犯法》，均不允许加拿大主管机关在无双边

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向外国提供引渡合作，也

不允许根据多边国际公约开展引渡合作。

1999年，加拿大颁布新的《引渡法》实现了

一定的变通，其第10条规定，在不存在双边

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加拿大外交部长经征得

司法部长的同意，可以与有关外国就某个具

体案件达成“特定协定”，以执行该外国向加

拿大提出的引渡请求。但是，依据“特定协

定”提供引渡，比之依据一般的引渡协定提

供引渡，在可引渡的犯罪的刑期标准、证据

标准等实体和程序方面， 均有更高的要求、

更严格的规则，最终结果也难以预见。

赖昌星于1999年8月潜逃至加拿大，中

加之间并未缔结引渡条约， 中方若选择引

渡，只能依据1999年加拿大新《引渡法》中

的“特定协定“制度，但该制度刚刚生效，尚

不为人所熟悉，也没有先例。风险权衡之后，

中国主管机关没有启动引渡程序，而是选择

了依据加拿大移民法实施非法移民遣返的

方式。 ■综合新华社、新快报

逮捕赖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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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据公安部有

关部门负责人称，厦门特大走私案首要犯

罪嫌疑人赖昌星于7月23日被加拿大有关

部门遣返回国。

7月23日下午， 中加双方在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办理了有关交接手续。 随后，我

公安机关依法向赖昌星宣布了逮捕令，并

向其交代了包括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

内的法定权利。

据介绍，多年来中国政府对遣返赖昌

星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从“严厉打击经

济犯罪， 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和法律尊严”

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加拿

大政府为遣返赖昌星也做出了积极努力。

赖昌星被成功遣返，对于促进中加执法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再一次表明，无论犯

罪分子逃到哪里， 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

裁。

另据海关总署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自2001年4月专案组撤离厦门以来， 在各

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和积极努力下，共有

31名潜逃境外的厦门特大走私案犯罪嫌

疑人归案，司法机关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

作了处理。海关缉私部门正对赖昌星涉嫌

走私犯罪的问题开展进一步侦查。侦查终

结后，将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潜逃12年，赖昌星被遣返抵京

警方对赖昌星宣布逮捕令 交代聘请律师等法定权利

为何是遣返

而不是引渡

关于赖昌星回来以后是不是会

受到虐待的问题，干以胜解释，中国

于1988年批准通过了禁止酷刑国

际公约， 郑重承诺禁止一切形式的

酷刑。中国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

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

写入宪法，这当然包括对犯罪嫌疑

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干以胜强

调，说赖昌星回国以后会被判处死

刑和受到虐待， 是没有任何根据

的。

2006年5月23日， 公安部新闻

发言人武和平表示， 赖昌星将难逃

法律制裁， 这“只是一个早晚的问

题”。

2007年3月13日， 最高人民法

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表示， 承诺不

判处赖昌星死刑， 是国际合作途径

缉捕赖昌星的必要条件， 这种做法

与司法是否公平没有任何关系。

2007年2月13日， 中央纪委副

书记干以胜说，“赖昌星回国会受虐

待”毫无根据，我国已承诺不判赖昌

星死刑。

干以胜指出：“我国刑法有明确

规定， 死刑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立

即执行，一种是缓期执行。我国已

承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 就包括

不判处他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

这个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讲信誉的大

国，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查处赖昌

星走私集团案件当中的事例即可

证明。”他说。

关注

12年后归来，命运几何

会不会受虐待？

不会，但难逃法律惩罚

会不会判死刑？

中国曾承诺不判赖死刑

释疑

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泉州晋江。1991

年4月迁居香港。1994年初成立“厦门远华

集团有限公司”，开始大规模走私活动。

而检察部门于1999年把厦门特大走

私案列为大案，并且出动过千人全面深入

调查这起案件。结果查清，自1996年以来，

赖昌星走私团伙涉嫌在厦门关区走私进

口成品油、汽车、植物油、香烟、化工原料、

西药材料、电子机械等货物，总值高达530

亿元人民币，偷逃税款300亿元人民币，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的走私案。案

件于2000年9月13日在福建省首次开庭审

理，至少600多人被审查，其中300多人被

追究刑事责任。

但赖昌星在1999年8月与妻子和3名

子女潜逃到加拿大温哥华，其后提出难民

身份申请，但遭到驳回，赖昌星多次提出

上诉和司法复核，案件一拖就是12年。

厦门远华走私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走私案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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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大走私

案首要犯罪嫌疑人

赖昌星被遣返回

国, 中加双方于首

都机场完成交接。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