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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引渡是一个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又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的问
题。
引渡法律制度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引渡本身所涉及的多学科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还需要
对引渡法律制度的新动向以及引渡的最近实态的了解，对与引渡相关的理论有全面、深入的认识。
本书作者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以国际法的视角，经过研究形成以下思路：引渡的目的是制裁犯罪；
制裁犯罪首先要确定管辖权；管辖权的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在对侵犯人权的国际犯罪的行为人进行引
渡时，还可能涉及豁免权的问题。
引渡的实现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尊重主权与保护人权，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前提。
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对引渡中的主权、人权、公共秩序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探讨，突破了以往仅
就国家问引渡问题进行研究的局限。
书中关于主权国家向国际组织进行引渡的特殊性的论证，对我国内地与香港及澳门间犯罪嫌疑人移送
制度的特殊性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引渡理论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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