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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各国恐怖主义犯罪．尤其是“9·11恐怖事件后的立法。
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
作者列选了目前国外恐怖主义犯罪国内立法所存在的三种模式．并从国际和国内双重视野对其进行了
评判然后又分别从刑事实体立法、刑事程序立法以及非刑事立法三个方面遂一进行了比较分析。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前景是，立法模式应该在结合式复合立法模式的基
础上有所革新,进一步2完善事实体与程序立法，拓展和丰富非刑事立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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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侦查之特别立法　　一、恐怖主义犯罪刑事侦查特别立法的内容　　二、恐
怖主义犯罪刑事侦查特别立法的评析　第三节 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审判之特别立法　　一、恐怖主义
犯罪刑事审判特别立法的主要内容　　二、恐怖主义犯罪刑事审判特别立法的评析第五章 恐怖主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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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科学立法之构想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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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德国特别立法的主要内容。
在德国，进行这方面的特别立法主要是在《反恐怖主义法》中分别对1986年4月19日颁布的《护照法》
、1986年4月21日颁布的《身份证法》、1990年7月9日制定的《外国人管理法》、1994年9月2日颁布的
《外国人登记中心法》、1990年12月18日制定的《外国人管理法实施规定》和1990年12月18日制定的《
外国人资料档案规定》、1964年8月5日颁布的《团体法》等法律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与补充。
其中，较为突出的修订主要有：　　在《护照法》的第4条第2款后补充第3、4款：“（3）除相片和签
名外，护照还可包括护照持有人的手指、手部或脸部的其他生物特征。
为了保证护照的真实性，将把护照上的照片、签名和其他生物特征编成密码储存进护照。
也可把第1款第2点所列的有关持照人的资料编成密码储存进护照。
（4）由联邦法律对生物特征的种类、细节和按照第3款将编成密码的生物特征和资料储存进护照以及
储存的方式、生物特征和资料的其他处理方法和使用作出规定。
不建立联邦范围的资料库”；同时还在该法第16条第5款增加一款：“（6）护照中包含的编成密码的
生物特征和资料，只能用于检验文件的真实性和识别护照持有人的身份。
护照签发机关必须按要求将编成密码储存进护照的生物特征和资料的内容告诉护照持有人。
”此外，在《身份证法》和《外国人管理法》中也分别就身份证和居留证的问题作了上述相同或相似
的规定。
可见，这些立法上的修订主要是在德国确立生物特征身份识别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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