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侦查措施与证据效力

当前， 直接侦查、 机动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

是检察机关三类不同但又十分重要的侦查权。 最

高检党组在各地调研时多次强调， 检察侦查要坚

持机动侦查、 自行补充侦查、 司法人员相关职务

犯罪侦查 “三个侦查” 一体履职。 2024 年， 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专设了检察侦查部， 多措并举配

齐了检察侦查力量。 2024 年 11 月， 全国检察机

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强调， 检察侦查要坚持依法

稳慎， 务必搞准， 完善检察侦查案件监检衔接机

制， 严把机动侦查法定要件， 依法规范开展自行

补充侦查。

法理基础与现实意义

李超：从实践的角度，捕

诉部门和检察侦查部门人员

有各自职能优势， 两者的思

维、实践、专业都不一样，可

以实现优势互补， 捕诉部门

需要检察侦查部门的优势去

介入和参与。 另外，原来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初

查”，已被现行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规定的“立案审查”替

代。 现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立案审查”章节中第

166 条规定，自侦线索由负责

侦查的部门统一受理、 登记

和管理。 对于自侦线索的管

理，全国各地做法不一。 上海

作为直辖市， 具有“两级行

政、三级司法”的特点，分院

层面没有对应的纪委监委，

所以市院对线索集中统一管

理。 全市三级院构建检察侦

查一体化格局，市院主导、分

院主办、基层院（派出院 ）主

核。 初核、调查核实、侦查

三个阶段的侦查措施

大体相同， 区别在只

有侦查阶段可

以对人强制、对

物强制。 我认为

三个阶段侦

查措施获取

的证据，都是

客观有效的，

有证据效力。

检察侦查部

门参与自行

补充侦查中，

依法获取的

证据同样可

以采信。

孙慧芳： 检察侦查部门

参与自行补充侦查， 捕诉部

门和检察侦查部门各有哪些

优势可以互为补充？ 在自行

补充侦查阶段， 捕诉部门肯

定是绝对的优势部门、 重要

部门，检察侦查部门参与后，

可以做适当补充。 一是思维

理念方面， 捕诉部门检察人

员比较重视审查， 擅长在对

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过

程中发现线索， 而检察侦查

人员侦查思维较强， 收集核

实证据的主动性较强。 二是

能力方面， 捕诉部门的检察

人员在证据审查、 论述说理

方面具有优势， 而检察侦查

人员对讯问询问、 勘验检查

等专业性侦查工作经验较为

丰富。 就自行补充侦查阶段

来说， 在自侦案件没有立案

之前， 整个办案组是以捕诉

部门的身份在开展相应工作

的， 不存在证据效力转化的

问题。 如果自侦案件需要立

案了， 或者是在自侦和调查

核实的过程发现了其他的诉

讼监督线索需要移送， 这时

就涉及下一个环节的证据转

换问题。 我觉得最高检提出

“三个侦查权”， 是考虑到在

捕诉案件办理过程中， 如果

遇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

行为的， 作为捕诉部门不能

只把这个案件诉掉就结束

了， 而是要跟进这个线索和

延续相关工作的， 但是侦查

工作又有其特殊性和较大的

工作量， 可以让检察侦查部

门适当地在较早阶段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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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华中： 在调查权或侦查权的行

使方面，监委、公安和检察院虽然均有

案件事实查明的职权职责， 但各个机

关之间始终是内外有别、 主次分明的

关系。 检察侦查部门参与捕诉部门自

行补充侦查工作，同样要做到内外有别、

主次分明。

“内外有别”就是要保证侦查权的专

属性。 检察侦查部门要做侦查工作，捕诉

部门仍然要做自行补充侦查工作， 两个

部门之间建立参与机制要找准一个联结

点，我认为这个联结点就是：是否有侦查

人员职务犯罪线索。 如果有侦查人员职

务犯罪线索， 即意味着在原案当中可能

产生派生案件， 检察侦查部门就有必要

参与进来。 通过自行补充侦查案件发现

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行为， 且涉嫌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行

为，这就是侦查部门需要界定的。除

了捕诉部门在审查起诉阶段自行补

充侦查之外，在审查逮捕阶段发现的侦

查人员职务犯罪线索也可商请介入。

多丽华：检察侦查参与的范围还是要进

行限缩。 因为自行补充侦查最重要的特征就

是补充性和必要性。 这两个特征要求我们关

注原案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晰， 证据是否充

分，是否有遗漏的罪行、同案犯等，这些是法

律明确规定能够自行补充侦查的。 如果原案

本身需要补充侦查但公安机关却怠于履职，

或者说有相应的渎职线索不适合公安机关

进行补侦， 这就需要去启动检察侦查工作。

因此，针对检察侦查部门参与捕诉部门自行

补充侦查工作，我觉得要把侦查机关不能够

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是存在渎职可能的条件

加上，不然覆盖的面就太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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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音韵：刑事诉讼法规

定了检察机关享有三种侦

查权，即直接侦查、机动侦

查跟自行补充侦查权，最高

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也

提出这三个侦查权要一体

履职的要求。 在这三个一体

履职当中，各有侧重。 首先，

检察侦查参与刑事案件的

自行补充侦查是有范围的，

自行补充侦查是刑事诉讼

法给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并

没有否定公安的侦查权。 我

觉得，更重要的是怎样打好

组合拳，怎样让捕诉部门在

办理案件当中行使自行补

充侦查的同时，能够更好地

让检察侦查部门参与进来。 其

次，是关于侦查和捕诉由一个

主体行使的问题。 我认为检察

侦查参与过程中，可以更好地

解决案件质量的问题。 对于刑

事案件的承办人而言，既需要

审查案件本身问题，也会发现

公安侦查阶段可能存在漏罪

或者刑讯逼供等线索。 如果检

察侦查部门能够参与进来，对

于这类情况能够发挥他们的

侦查优势。 在参与过程中，几

个侦查权如何发挥各自优势，

怎么行使好各自的权力，怎么

打好组合拳是首先要弄清的

问题。 另外，如何加强内部监

督也是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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