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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的审视与完善
———以嘉昆太检察协作为例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

一， 是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增长极之一， 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对长三角发展作出重要指

示，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希望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 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此后，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 《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要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扣 “一体化”

和 “高质量” 两个关键， 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 形成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集群。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联合发布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明确了任务书、 时间表

和路线图。

上海市嘉定区位于上海西北部， 总面积 463.55 平方千米， 与江苏省昆

山市和太仓市毗邻， 境内河流与吴淞江、 浏河相连， 汇入长江， 是名副其实

的长三角综合性节点城市。 2018 年江苏省苏州市、 上海市嘉定区签订 《共

同打造嘉定区、 昆山市和太仓市协同创新核心圈行动方案》， 嘉昆太三地联

合签署 《共同打造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发挥嘉定区、

昆山市和太仓市发展理念契合、 资源禀赋互补、 合作交流密切等方面的优

势， 力求打造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的示范区。

法治是国家治理和区域发展的基本方式， 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需要法治的保障。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在安全保障、 环境保

护、 法律服务等方面， 可以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

品、 检察产品。 嘉定区检察院积极落实高检院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 “10 项

举措” 和沪苏浙皖检察机关 《关于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检察机关配合合作

的协议》， 同江苏省昆山、 太仓检察院会签 《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检察协作

的意见》， 具体落实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 发挥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

一、嘉昆太检察协作的机制和成效

    （一）加强协同共商，优化营

商环境

一是立足区域经济特点， 结合三地地

理位置邻近、 商业互通密切、 发展基础雄

厚等特征， 围绕推进落实服务保障“嘉昆

太协同创新核心圈” 建设目标， 加强区域

检察联动， 协同推进各项服务保障措施。

二是注重分工合作、 取长补短， 通过

参观走访、 主题研讨等方式， 结合各自在

服务保障汽车产业、 台商德企、 民营经济

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共商办理涉民营、 外

资企业经济犯罪的指导意见， 探索合力服

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新模式。

三是围绕涉共享汽车产业犯罪、 跨区

域河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等案事例， 通过

联合调研、 联合行动、 联合宣传等形式，

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 共同研究破解影响

“嘉昆太”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

（二）加强办案协作，提升办

案质效

一是针对刑事检察重点难点工作， 在

跨区域犯罪管辖、 套路贷案件办理、 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 诉讼监督等方面加强交流

磋商， 共同打击犯罪， 维护公平， 确保区

域社会稳定。

二是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 结合公益

诉讼职能， 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案件办案配合， 学习江苏省苏州市检察

院在公益诉讼快检实验室、 “321” 快检

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有益经验， 加强嘉昆太

三地检察机关的学习互鉴。 其中昆山市检

察院围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 探索形

成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环节面临四大

困境亟需引起重视》 《关于完善环境资源

公益诉讼执行修复法律的建议》， 连续二

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向全国两

会提出的修法建议案。

三是强化异地办案的协作配合， 当地

检察机关协助开展异地讯问犯罪嫌疑人、

异地询问证人、 委托调查取证、 制发检察

建议、 落实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和缓刑考验

期执行等工作， 提供办案场所和技术装备

使用等便利， 协调有关部门和机构提供支

持。 如嘉定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危险驾驶

案件时犯罪嫌疑人供述在江苏太仓市曾因

犯危险驾驶罪被吊销驾照， 而无证驾驶情

节将直接影响对丁某的量刑。 承办检察官

直接联系上太仓市检察院协助， 当天实现

相关材料的异地调取， 确保案件准确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及时起诉至法院。

（三）加强交流联络,增强工

作合力

一是加强“嘉昆太” 检察机关的日常

沟通。 三地检察机关各指定部门负责日常

联系和沟通协调工作， 汇编三地检察办案

具体规定和部门通讯录， 由专人负责具体

联络事宜。 原则上每年开展党组中心组联

组学习一次， 每半年召开联席会议一次，

遇特殊情况， 经三方协商可临时召开。

二是加强信息资源的互联共享。 对于

不涉密的工作信息、 专家智库、 专业人员

等资源， 及时主动交换， 实现信息互通。

对于涉密的工作和办案信息， 信息所在地

检察机关在不违反保密要求的基础上， 应

当尽可能提供便利。 对于办案和工作中发

现的其他院管辖的线索和情况， 及时通报

并按规定进行移送。

三是推进业务人才交流常态化。 创立

“嘉昆太” 检察论坛， 每年举办一次， 加

强业务研讨交流， 强化检察工作中遇到的

新问题、 新情况的调查研究。 通过举办辩

论赛、 互派业务骨干交流授课、 挂职锻炼

等方式， 进一步提高检察干警的业务能

力， 提升检察工作水平。 加强机关党建方

面的合作， 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嘉昆太检察协作的问题和困难

嘉昆太三地检察机关通过区域检察协作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 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入

罪标准不统一、 地域壁垒难破、 除数据共享程

度还不高等问题， 相关支持协作交流机制有待

进一步细化完善。

1.信息资源共享渠道还不够畅通。 信息资

源流转速度直接决定了办案效率， 而犯罪嫌疑

人前科劣迹、 户籍信息的等材料调取， 主要依

托办案系统， 因此如何进一步拓宽信息资源的

共享范围、 打破信息资源流通的壁垒， 对于缩

短案件办案期限， 提高简单案件适用速裁程序

快速办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目前各地检察机关除了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外， 其他公检法平台、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并

不相连， 区域间数据无法实现互联互通， 不仅

存在重复开发的弊端， 也阻碍了长三角检察区

域协作的发展空间。

2.入罪标准不统一现象客观存在。 实践中，

因一些地方法规对常见罪名的起刑数额的规定

不同， 或因不同区域的不同执法司法者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理解适用不同，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罪与非罪的差异， 对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带

来不利影响。

3.跨区域流窜作案的管辖权协商机制还不

健全。 嘉定地处上海西北郊， 流动人口较多，

许多涉案嫌疑人在嘉昆太地区流窜作案， 由此

产生的管辖权冲突时有发生。

4.跨区域公益诉讼协同机制亟待建立。 嘉

昆太地缘相邻， 辖区内多条道路、 河流等均接

壤，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及公益诉讼等协作的

广度、 深度和力度亟待加深。 在办理涉环境损

害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中， 调查取证、 勘

查检验的方式方法、 工作经验等有待进一步交

流学习借鉴。 诉前检察建议如何做成刚性、 做

到刚性， 有待在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 创新

协同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探索。

三、进一步完善嘉昆太检察协作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加强信息资源互联互通。 充分发

挥嘉昆太三地检察机关科技强检示范院在信息

化领域的资源优势， 依托统一办案业务系统平

台， 加强内部信息共享， 打破区域界线壁垒，

在前科材料调取、 犯罪嫌疑人户籍信息材料等

环节和领域， 进一步畅通信息交换流转渠道，

拓宽数据运用范围， 完善平台数据项设置， 强

化汇总、 分析、 利用数据的能力， 推动长三角

检察大数据平台建设。

2.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办案标准 。 依托

“嘉昆太” 检察论坛、 检察长联席会等平台， 对

现实存在的一些财产刑犯罪案件的数额规定不

一致等执法标准问题， 加强联合调研和业务交

流， 协商区域内办理案件在执法尺度的统一，

在刑事案件量刑平衡、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的落实方面努力达成共识， 促进区域间法律适

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3.进一步健全管辖权协商机制。 因跨区域

犯罪涉及管辖权问题的， 及时会商， 或者移送

行为发生地处理， 或者由现行立案审查地作并

案处理。 同时， 选择重点领域， 在严厉打击相

关刑事犯罪的同时， 开展社会综合治理。 例如，

在食药品、 生态环境等全国性的专项活动中，

可以探索开展联合检察监督， 共同参与， 堵漏

建制， 以发挥出三地检察监督的合力。

4.进一步探索公益诉讼协同机制。 贯彻落

实高检院 《关于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办理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

围绕非法采砂、 固体废弃物污染、 水污染等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案件加强跨行政区划协作办

理。 特别是在界河、 界湖的水污染治理中， 针

对上下游不同行、 左右岸不同步问题， 推动三

地地方行政机关协作配合， 完善行政执法与检

察司法衔接机制。 继续加强在案件线索移送、

协作调查取证、 鉴定评估标准、 落实修复赔偿

义务等方面的统一协作， 共商公益诉讼与刑事

诉讼衔接以及相关法律适用， 力争打造成为长

三角区域检察协作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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