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随着时代发展， 犯罪花样不
断翻新， 涉案财物也呈现资金数

量大、 物品种类繁杂等特征。 然
而围绕涉案财物的保管和处置一

直存在随意性大、 保管混淆、 移

送不畅 、 处置不合理等诸多争
议。 为此， 2018 年浦东新区区

委政法委就牵头公检法各办案机
关， 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首个智能

化操作、 数字化流程、 主动监管

模式的公检法涉案财物共管中
心 。 3 年来 ， 中心功能不断升

级， 日前， 全国首个 “刑事案件
涉案财物智能辅助监管系统” 研

发成功。 这也意味着刑事诉讼涉

案财物管理中的 “老大难” ———

涉案钱款的管理难题在浦东 “破

冰”。 共管中心实现了对人财物
的全要素监管闭环， 确保了办案

全流程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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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财物 用“智脑”算清明白账
首创智能监管系统 涉案钱款的管理难题在浦东“破冰”

由警方代管的银行卡， 竟然也能被盗刷？ 这是 2017 年

发生在湖南的一起蹊跷的银行卡盗刷案件。 当时， 涉嫌伪造

国家机关印章罪的贺某被警方抓获， 涉案财物中就包括了贺

某名下的 7 张银行卡。 然而， 1 个多月后， 取保候审的贺某

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在拘留期间被支出了 39 万多元。

而始作俑者正是她前夫的法务代理人李某。

当时， 李某向民警提出“看一下贺某手机内容” 的要求

后， 民警疏忽大意， 将本应按规定保管的手机、 银行卡等财

物随意给了李某， 并告知了密码。 正是这一不规范的保管行

为， 最终导致贺某的银行卡被盗刷。

这样的混乱不但体现在涉案财物的安全保障上， 也会存

在涉案财物移送不畅的问题。 为解决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

引发的司法不公、 贪赃枉法等问题，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

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规范查

封、 扣押、 冻结、 处理涉案财物司法程序， 中办、 国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 2018

年， 由浦东新区区委政法委牵头建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公检法

涉案财物共管中心， 打造了涉案财物智能监管系统和场所，

创立了“财物静止、 数据移送” 的换押流转工作模式， 实现

了实时记录涉案财物执法、 管理、 处理、 处置全周期全过程

的信息轨迹的工作目标。

共管中心场所配置智能监测设备， 入口处设置人像识别

和 EAS 射频系统， 自动辨别进出人员和涉案财物， 确保安

全有序。 中心以“物案关联” 为主线， 引入目前最先进的

RFID 射频识别和自动仓储机器人管理技术， 实现对涉案财

物在执法、 保管、 处置等各环节全流程、 全周期的监控； 以

智能堆垛机、 激光定位无人自控叉车等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涉

案物品的自动存取、 统一登记和科学管理， 实时查询物品所

在位置， 追踪库内物品的移动轨迹， 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有

效防止贵重涉案财物被调换、 侵占等情况发生。

除线下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外， 还设有线上的涉案财物

共管信息平台。 由公、 检、 法三方共同派人员进行集中管

理， 全面贯穿立案、 侦查、 起诉、 审判各阶段， 打破信息壁

垒。 系统能够自动逐案建立“涉案财物管理电子台账”， 客

观记录涉案财物流转轨迹及相关法律文书、 交接人员、 物品

照片等信息， 通过移动应用终端 （PAD） 和自主研发的 APP

软件， 第一时间将涉案物品信息变更提示推送给办案人员及

财物专管人员， 实现公检法三机关对涉案财物的信息实时交

互和监督共管， 促进执法规范， 确保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

工作的公开、 公平、 公正。

近日， 浦东新区的涉案财物共管中心和智能监管系统正

在升级， 即将实现智能人机对话、 智能金融监管服务、 涉案

财物拍卖、 变卖、 销毁云端数据存储， 规范涉案财物的后续

处置工作， 确保国家非税收入应收尽收。

市民王女士近日收到了由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出的一笔

执行款。 她在数年前投资的 P2P 爆雷， 本以为血本无归，

然而经过执法司法部门的追赃挽损之后， 还是为在这起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数百名如王女士这样的投资者追回了

一笔补偿款。 这笔执行款高达上亿元， 由浦东法院负责支付

发放。

尽管金额上亿元， 发放的对象有数百人且遍布全国各

地， 但浦东法院仅仅用了 3天就将所有的执行款准确无误地

发放到了每一位投资者手中。 如此高效的工作得益于上海高

院的“e号通” 案款管理系统。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与涉案物品相比， 涉案钱

款由于涉及执法司法金融等多个部门， 管理难度更

大， 社会反映也更为强烈。 虽然全国对于涉案物品

处置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但是对涉案钱款处置的监

督管理， 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成熟的做法和经

验， 这也是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中的痛点。

实务中， 办案部门存在重打击犯罪， 轻钱款处

理的观念， 对涉案钱款权属、 证据规格及处理重视

不够， 受害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利存在受侵害或者

得不到保障的情况。 加之执法方式不规范， 办案部

门存在以接受证据的方式变相扣押， 或以调取替代

扣押， 以扣押替代冻结， 违规收取当事人退赔款的

情况， 查封、 扣押、 冻结的钱款存在权属不清、 范

围失当的问题。

而对于办案部门来说， 涉案钱款流转往往还与

金融部门的工作时间有“时间差”。 以浦东公安分

局为例， 该局需要监管上亿涉案资金。 而如此大额

的涉案钱款如果依靠传统的线下交纳方式， 就将面

临流转环节多， 程序较复杂的窘境。 若未能及时通

知当事人， 或未能查找到关联案件， 便会导致涉案

钱款长期挂账未处理的情况。 有民警向记者表示，

传统线下交纳的方式还会遭遇到银行下班等尴尬时

刻。 “钱交不进银行， 当事人无法完成取保候审保

证金缴纳手续， 也无法离开办案场所， 民警也只能

陪同加班。” 民警无奈地表示。

于是， 今年浦东公安分局会同中国农业银行 （浦东分

行）， 对办案流程和财务需求开展逐项逐环节梳理， 积极探

索将数字化金融服务融入数字化办案、 财务、 审计等各个工

作环节， 定制打造上海公安机关“警银通” 涉案钱款一案一

人一账户的管理新机制。

通过“警银通” 系统实现汇集法律文书清单、 案件编号

和当事人信息的一案一人一账户的专属模式， 确保涉案钱款

账案款信息相符。 同时， 支持办案民警或当事人全渠道 （支

付宝、 微信、 POS 机刷卡、 网银、 柜面受理等） 进行缴款，

扩宽涉案钱款缴款渠道， 实现办案部门线上申请， 财务部门

线上审核， 改变办案民警来回奔波等情况， 实现“涉案钱款

出账工作一键通”， 为办案部门、 财务部门工作减负。

刑事诉讼涉案钱款管理关系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 关系

政法机关公信力， 关系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大

计。 上海法院的“e 号通”案款管理系统、浦东公安分局的“警

银通”涉案钱款管理系统的成功经验，给共管中心探索刑事案

件涉案钱款的数字化监管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日前， 浦东新区区委政法委牵头探索研发了全国首个

“刑事案件涉案财物智能辅助监管系统”， 建立涉案钱款一体

化管理信息平台， 在公检法之间打造一条方便快捷、 信息互

联互通的通道， 形成涉案钱款从获取、 移送到处理 （退还、

没收、 上缴国库） 的

工作闭环。

上海高院与浦东

公安分局以实践证明

管理工作中引入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 可实

现在现行法律框架内

再造涉案钱款管理机

制和工作流程， 推动

治理能力升级和思想

观念转变， 有利于解

决涉案钱款传统管理

效率低下、 信息不对

称和监督盲区等难

题， 提升涉案钱款管

理规范化、 法治化、

智能化水平， 提高司

法效率和司法公信

力， 保障刑罚权的实

现， 有效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 增强人民

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据悉， 涉案钱款

共管平台为数字化信

息管理平台， 把实现

信息同步、 信息共享作为核心目标和功能。 当前政法各单位

均各自存在多个操作系统， 各系统相互独立尚未完全打通，

影响了司法效率的提升， 增加了人力成本。 因此， 信息管理

平台将加强不同平台的整合度和兼容性， 打通平台间数据壁

垒， 提高信息平台便利化和智能化水平。 目前， 检察机关正

在研发涉案钱款的管理系统与上海高院“e 号通” 执行案款

管理系统、 浦东公安分局的警银通系统对接， 届时涉案财物

的智能辅助监管系统将全面建成。

同时， 浦东新区还将积极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

责， 引入社会外部监督， 加强内部监督， 多渠道多维度对涉

案钱款管理工作加强监督， 以督促管， 以管促行， 夯实工作

机制的每一个工作环节， 为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

和数据支撑。

共管中心

走出只“保”不“管”怪圈

浦东政法部门

实践涉案钱款“数字当家”

信息管理平台

打通平台间数据壁垒

浦东新区公检法涉案财物共管中心

线上的涉案财物共管信息平台 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

平台的移动应用终端 （P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