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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询问
职业禁语

•“这件事你认下来，其他事情我们就不追究
了”“你把事情讲清楚就给你取保候审，就
可以回家了，将来判缓刑”等。

1.不得使用违法许
诺性语言。

•“这事情如果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你要搞清
楚，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再不把这笔犯罪事实
讲清楚，公诉人就建议法庭对你从重处罚”等。

2.不得采取威胁、
诱导等不正当方

式发问。

•“现在你没必要请律师，请了也没有用(请了也见不
到)”“律师骗你的，不要相信”“笔录就不用看(
改)了，都是照你说的记的，赶紧签字吧”等。

3.不得限制嫌疑人
合法权利。

•“你的脑子被烧坏了吗？这都听不懂”“你最大恶
极、死不悔改、无可救药”等。

4.不得对被告人使
用人身攻击性、
侮辱性等语言。

•“对这类证据有什么要求，法律写得很清楚。我不
需要这里讲法律，来宣传什么法律是怎么写的。我
们主要是查明事实，核实证据，专门把法律在这里
一条一条学习的话，没这个时间”“鉴于被告人认
罪态度较好，被告人可以作无罪辩解”等。

5.避免使用不确定
语言，以及可能
产生歧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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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庭审职
业禁语

•“被告人就是有罪，本院才会对被告人提起
公诉”“你的行为已经构成XX罪，现在你向
法庭供述一下你的罪行”“不管你如何解释，
你都已经构成XX罪”等。

1.不得使用有罪推定
性的语言。

•“这事情如果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你
要搞清楚，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再不把
这笔犯罪事实讲清楚，公诉人就建议法庭对
你从重处罚”等。

2. 避免使用不确定语
言，以及可能产生歧

义的语言。

•“被告人不要再说了，公诉人已经听清
楚”“辩护人先停一下，公诉人还有话要
说”“你有完没完”等。

3.不得随意打断审判
人员、被告人、辩护

人等发言。

•“你爱说不说，随便你”“你不认罪，我就
念全部案卷材料”“我都懒得跟你说”等。

4.公诉人在法庭上要
有理、有据、有力、
有节，不得使用带有
情绪性的语言。

•“如果XX证人的证言属实，公诉人认为被告
人构成抢劫罪”“假如是这样，我们可以考
虑”等。

5.发表质证意见、公
诉意见时，不得使用

推测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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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交往职
业禁语

•“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去找侦查机
关去，是他们负责侦查的”“案子
已经起诉到法院了，不要再找我(们)
了”等。

1.不得使用推卸职

责性语言。

•“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卷？不能只收
钱不看卷啊”“你们不要再胡说八
道”等。

2. 不得使用斥责性
语言。

•“不用找我当面交换意见，有什
么辩护意见法庭上说”等。

3.不得使用规避义
务性语言。

•“你(们)再这样，我(们)就通知司
法局吊销你(们)执业资格”等。

4.不得使用超出职
责范围内容的语言。

•“如果XX证人的证言属实，公诉
人认为被告人构成抢劫罪”“假
如是这样，我们可以考虑”等。

5.不得使用限制辩
护人合法权利的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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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闻媒体人
员交往职业禁

语

•“这个案件(事情)很敏感，我(们)不能
说”“你们还想问什么，无可奉告！”等。

1.不得使用拒绝沟通
性态度的语言。

•“这是领导(上级)的意思，你(们)去向上面
反映，跟我(们)说没用。”等。

2. 不得使用推脱性
语言。

•“你们记者真是无孔不入啊，真够烦
的”“请问你们媒体到底是为谁说话？真是
唯恐天下不乱！”等。

3.不得使用抱怨、有
情绪性语言。

•“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要是敢报道，我
跟你(们)没完！”等。

4.不得使用威胁性语
言。

•“法律上的事情，你(们)不懂”“案子是我(们)办
的，是你(们)清楚还是我(们)清楚？”“这里是检
察院，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等。

5.不得使用以权压人
的态度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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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辩护人要求公诉人回避如何应对？

• 答：被告人、辩护人所提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回避理
由，法庭应当依法当庭驳回申请，法庭如果未当庭驳回，公
诉人应提请法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当庭予以驳回；

• 如果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申请回避的理由符合法定理由，
公诉人应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法院应当通知指派该检察人
员出庭的人民检察院，由该院的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是否回
避。

2.公诉人在庭上发现起诉书有重大失误，如何应对？

• 答：如果起诉书中有文字校对等方面的一般性失误，公
诉人应当当庭予以口头更正。如果起诉书出现被告人的基本
情况、案由、案件事实、起诉的理由错误等足以影响定罪量
刑的重大失误，公诉人应当要求休庭，或建议合议庭延期审
理。庭后变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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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被告人答非所问，或者沉默不语，或者明确拒绝回答的，
如何应对？

• 答：如果公诉人认为案情相对清晰，没有必要对被告人继
续发问的，可向法庭说明鉴于被告人放弃辩解权利，公诉人不
再发问，但将在举证阶段通过举证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 如果公诉人认为有必要对被告人继续发问的，可以向被告
人指出：“被告人，接受讯问并如实回答，有利于法庭充分听
取你的辩解，全面、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也有利于充分保障
你的合法权益，希望你能正确对待，配合法庭的调查。

• 如果被告人依旧不配合，公诉人可以向法庭表明：《刑事
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鉴于被告人拒绝回答公诉人
的讯问，公诉人将在举证阶段通过举证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4. 对被告人随意打断公诉人发言，为自己辩解，如何应对？

• 答：被告人在法庭上随意发言，甚至恶意打断公诉人发问，
是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根据《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一条
的规定，应当由法庭予以警告制止。

• 如果法庭没有警告制止，公诉人可告知被告人：“根据法
庭的许可，现在由公诉人发言，被告人如需要为自己辩解，可
在公诉人发言后，经法庭许可，再作发言”。如果被告人随后
仍然继续打断公诉人发言，影响庭审顺利进行的，公诉人应要
求法庭当庭予以警告制止并予以训诫。

• 如果审判长不予警告制止，或者警告制止仍无效的，公诉
人可向法庭建议：“鉴于被告人违反法庭规则、继续恶意打断
公诉人发言，影响法庭秩序，请法庭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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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告人当庭翻供否认犯罪，如何应对？

• 答：被告人的翻供如果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公诉人则应
当通过宣读被告人原始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
述内容有针对性地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或者改变讯问套路，
针对无理辩解直接提出证据反驳被告人的翻供，向合议庭表
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有
罪。同时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对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认罪态度提
出酌情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

6.被告人提出在侦查阶段受到了刑讯逼供或诱供，如何应对？

• 答：如果被告人所述情况并不属实，公诉人应当出示、
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审查起诉活动笔录，或者选择性
播放同步录音录像，以澄清事实，并明确指出被告人所述并
不客观。同时公诉人应向被告人表明恶意诬陷、诽谤司法人
员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 如果被告人所述客观且有证据证实，公诉人应当庭表明
不将上述被告人供述材料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但是认定被
告人的犯罪事实并不仅仅依据被告人的供述，而是依据有关
证据，虽然在侦查、起诉阶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证
据，不能用于指控犯罪，但并不影响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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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辩护人申请的被害人或者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如
何应对？

• 答：如果法庭准许被害人、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
公诉人应当按照审判长确定的顺序发问。首先要求证人就其
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进行连贯陈述，然后对证人发问，
证人不能连贯陈述的，公诉人可直接发问，对证人发问应针
对证言中有遗漏、矛盾、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内容，并着重
围绕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事实进行。证人进行虚假陈述的，
公诉人应当通过发问澄清事实，必要时还应当宣读证人在侦
查、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的证言笔录或者出示、宣读其他证据
对证人进行询问。

8. 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物证、书证提出疑问，如何应对？

• 答：公诉人在向法庭出示物证时，应首先宣读该物证
的提取经过的说明，证明该物证的提取程序合法，再让被
告人描述该物证的主要特征，并让其对物证进行辨认，若
被告人、辩护人对物证提出疑问，则可宣读其在侦查、审
查起诉阶段的笔录，及其他与该物证相关证人的证言，公
诉人还应当从物证的来源和所要证明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
析，对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疑问进行质辩，如果有必要
可宣读有关物证鉴定进一步证明，也可建议合议庭通知负
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
陈述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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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拒不认罪的被告人当庭如实供述，
如何应对？

• 答:首先，公诉人应根据被告人在法庭上的心理状态和表
现，调整讯问策略，针对被告人如实供述进行讯问，并对被
告人当庭改变供述的动机原因，以及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
拒不供述的原因进行讯问。其次，公诉人在举证时，应围绕
有关犯罪构成的事实及与量刑轻重有关的其他事实进行，使
证据与被告人当庭供述相印证。再次，在法庭辩论阶段，结
合被告人的供述及证据情况在公诉意见中对被告人的认罪态
度做出肯定的评价，说明被告人当庭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表明
被告人有悔罪表现，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酌定从轻情节。如
被告人是主动投案的，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
应在发表公诉意见时重新认定其为自首。

10. 被告人交待其他犯罪事实或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如何应
对？

• 答：被告人交代的犯罪事实如果系与本案有关的犯罪
事实，并且影响定罪量刑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
理。

• 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事实如果与本案无关，公诉人应
当立即阻止被告人表述检举内容，建议法庭休庭，休庭时让
书记员记录被告人检举的具体内容，肯定被告人检举他人犯
罪的行为，并表明能否认定为立功有待查证属实。然后继续
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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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诉人在发表观点时出现口误，如何应对？

• 答：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现口误，应及时纠正；若出

现其他失误，公诉人应及时做出反应，可以通过重申加
以纠正，做出正确表述。对于被告人、辩护人仍然抓住
不放的，公诉人应提请法庭对被告人、辩护人的重复发
言予以制止。

12. 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不构成
犯罪，但又要求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如何应对？

• 答：公诉人应当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其予以驳斥。定
罪是前提，量刑是结果，定罪的基础必须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既不能定罪更无从
量刑。辩护人既然否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前提，又何从
要求法庭对其从轻、减轻量刑？相反，公诉人应进行具
体分析、论证，明确阐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
以认定。对于是否具备法定或酌定的对被告人从轻、减
轻处罚的情节也应表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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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证、书证常见违法情形 

 

1.应当调取物证原物、书证原件而未调取，导致原物书
证灭失的。

2.物证复制品、书证复制件与原件不符。

3.复制品、复制件未有二人以上制作，无制作人关于
制作过程的说明。

4.物证、书证无保存单位的公章，或仅盖了保存单位
的公章无提取时间、提取人签字等。

5.犯罪嫌疑人户籍证明内容不完整，未调取附有照片
的原始户籍证明材料，并注明出自何处，由户籍员或

办案人员签名后加盖办案单位公章。

6.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
定来源。

7.扣押物品清单未详细列明物品名称和特点，或缺失
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或见证人签字。

8.查获的疑似毒品，未当场称重、当场封存，并未对
封存和称重过程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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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意见常见违法情形 

 

 

 

 

 

1.鉴定人参与同一案件的现场勘验、检查。

2.未将鉴定结论依法告知相关人员。

3.对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案件，以及涉案毒品
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型毒品的案件，
公安机关未对毒品含量及成分进行鉴定。

4.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
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
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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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辨认等证据常见违法情形 

 

 

 

 

 

 

 

 

 

 

1.无见证人在场。

2.见证人与案件及办案机关有利害关系，如是行
使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相关刑事诉讼职

权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等。

3.辨认存在引诱、暗示。

4.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案件、有重大社会影
响的案件等重大案件重要辨认过程，在制作笔

录的同时未进行录音录像的。

5.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多名犯罪嫌疑人放在
同一组照片中进行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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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常见违法情形 

 

 

 

 

 

1.无提取、复制证据的制作人、证据持有人、能
够证明提取、复制过程的见证人签名或盖章。

2.提取、复制未有二人以上进行。

3.证据内容真实性存疑，有剪辑、增加、删改等
情形。

4.《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规
定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的，未进行录音录像。

5.讯问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资料内容严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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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证据常见违法情形 

 

 
 

1.采用刑讯逼供或者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
嫌疑人供述的；或不能排除上述可能性的。

2.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
害人陈述的；或不能排除上述可能性的。

3.讯问、询问笔录存在指供、诱供的。

4.除紧急情况必须在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
案场所外讯问的。

5.询问证人地点不合法。

6 .单人审讯。

7.讯（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
人未单独进行的。

8.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地点对不
同人进行讯问、询问。

9.讯（询）问女性未成年人时，未依法通知女性
工作人员到场。

10.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未依法通
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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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常见违法情形 

 

 

 

1.违法所得或其他涉案财产在侦查阶段予以罚
没追缴。

2.搜查女性，未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3.侦查人员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4.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5.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而未告知，
影响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如未告知

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等。

6.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后依法应当通知家属而未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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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违反规定
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2.起诉书副本在开庭前十日送达被告人。

3.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前三日通知人民检
察院。

4.对于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案件；十四
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涉及
重大商业秘密的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的。

5.违反法定审理期限，如案件到期后，在无
需补充侦查的情况下，要求检察机关建议延
期审理的。

6.当庭宣告判决的，未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人
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未在宣告后立即将
判决书送达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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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处罚情况整理： 

 

（一）应当从轻；从轻或减轻；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
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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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以从轻；从轻或减轻；减轻或免除处
罚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
除处罚。

•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
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
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
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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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八条： 

 

第十七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

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累犯：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

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

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自首：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

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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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 

第六十八条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数罪并罚： 

 

第七十条 【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判决宣告以后，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

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

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

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第七十一条 【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并罚】判决宣告以

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

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

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数罪并罚常见情形： 

 

1.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对被组

织人、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

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2.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

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3.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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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4.拐卖妇女、儿童，又有对被拐卖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

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5.行为人出售、运输假币构成犯罪，同时有使用假币行为的，依

照《刑法》第 171 条出售、运输假币罪、第 172 条使用假币罪的规定，

实行数罪并罚。 

6.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妨害公务罪，依照 

数罪并罚规定处罚。 

7.实施《刑法》第 140 条至 148 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

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8.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

动构成其他犯罪的，均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无限正当防卫情形：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

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缓  刑： 

 

第七十二条 【适用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

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

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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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办案期限一览表1 

 

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立案审查期限 

公安 立案 
公安《意

见》 

群众上门报案的，应当当场进行接报案登记，

当场接受证据材料，当场出具接报案回执并

告知查询案件进展情况的方式和途径。 

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日。 

涉嫌犯罪线索需要查证的，立案审查期限不

超过 7 日。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

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 30 日。 

拘传期限 

检察 侦查 检察院 拘传（传唤）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1
根据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公

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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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公安 《规则》

80、195

条；公安

《规定》

76条 

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

施的,拘传（传唤）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

四小时。 

两次拘传（传唤）间隔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

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

（传唤）犯罪嫌疑人。 

拘传（传唤）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

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 

法院 

检察

院 

公安 

侦查 

起诉 

审判 

刑诉法

77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

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刑拘期限 

公安 侦查 
刑诉法

89条 

被拘留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内

提请检察院批捕。 

在特殊情况下，提请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

至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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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

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检察 
刑诉法

165条 

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

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四日以内做出决定。 

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至

三日。 

审查逮捕期限 

检察 侦查 

刑诉法

89条 

检察院对于提请批捕案件进行审查，应当在

七日内作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 

检察院

《规则》

316、329、

343条 

犯罪嫌疑人未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

收到报请逮捕书后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

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逮捕后侦查羁押期限 

公安 

检察 
侦查 

刑诉法

154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办案期限不得超

过二个月。 

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

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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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刑诉法

156条 

交通十分不便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重大犯

罪集团、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犯罪涉及面

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直

检）可延长二个月。 

刑诉法

157条 

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依 156条仍不

能侦结的，可以再延长二个月（经省、自、

直检）。 

刑诉法

155条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

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

审理。 

刑诉法

162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侦查适用本章

规定（2、1、2、2）。 

审查起诉期限 

检察 
审查

起诉 

刑诉法

169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

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做出决定。 

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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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刑诉法

171条 

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

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

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

算审查起诉期限。 

检察 

对不

起诉

决定

的申

诉 

最高检

《规则》

第 412条

至 419条 

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如果对不

起诉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

7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不

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最高检

《规则》

第 421条

至 422条 

被不起诉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在收到不起

诉决定书后 7日内提起申诉的，应当由作出

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立案复

查。被不起诉人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 7日后

提出申诉的，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审查后决

定是否立案复查。 

一审审理期限 

 一

审 

公诉 

案件 

刑诉法

202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

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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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法

院 

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

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之

一的(四类案件),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

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

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

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

限。 

自诉 

案件 

刑诉法

206条 

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期限,被告人被羁

押的,适用本法第二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二款

的规定。 

未被羁押的，应当在受理后六个月以内宣判。 

简易 

程序 

刑诉法

214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

长至一个半月。 

二审审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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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二审 

法院 
二审 

刑诉法

232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

在二个月以内审结。 

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

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规定情形

之一的（四类案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

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最高法批

准。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的审理期

限，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检察 

机关 
二审 

检察院

《规则》

470条 

人民检察院在接到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开

庭、查阅案卷通知后,可以查阅或者调阅案卷

材料,查阅或者调阅案卷材料应当在接到人

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完成。在一

个月以内无法完成的,可以商请人民法院延

期审理。 

再审办案期限 

再审 

法院 
再审 

刑诉法

247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

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

月以内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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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 

重新计算相关期限的情形 

公安 

机关 
侦查 

刑诉法

158条 

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

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

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

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侦查羁押期限

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

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 

检察 

机关 

审查 

起诉 

刑诉法

169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

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

审查起诉期限。 

刑诉法

171条 

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

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

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

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法院 审判 
刑诉法

202条 

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

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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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法院 重审 
刑诉法

230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新审

判的案件，原审人民院从收到发回的案件之

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没收程序期限 

公安 

机关 

没收

程序 

刑诉法

280条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

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

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

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公安机关认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写出

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 

检察 

机关 

检察院

《规则》

529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

违法所得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是否提出

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三十日以内不能

作出决定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十五

日。 

检察院

《规则》

530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

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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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机

关 

诉讼 

阶段 

依据 

条款 
主要内容 

法院 
没收

程序 

刑诉法

281条 

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

发出公告。公告期间为六个月。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

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法院《解

释》521

条 

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的期限，参照公

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审理

期限执行。 

公告期间和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时间不计入

审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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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检察制服着装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进一步规范检察人员

的着装行为，维护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实行统一着装，是维护国家法治尊严，

依法行使检察权的需要。检察制服是检察人员依法履行法律职务

时统一穿着的制式服装。检察徽章是证明检察人员身份的专用标

识。  

 

第三条  检察人员在下列工作中，应当穿着检察制服，佩戴

检察徽章：  

（一）出席法庭；  

  （二）进行刑事案件现场勘查；  

  （三）到监管场所进行检察，执行死刑临场监督；  

  （四）接待来访群众；  

  （五）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六）其他要求着装的公务活动。 

 

第四条  检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穿着检察制服，不

佩戴检察徽章：  

  （一）执行案件侦查任务不宜着装的；  

  （二）非因公外出的；  

  （三）检察人员因违纪违法被停职检查或因涉嫌犯罪被采取

强制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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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不宜或不需要着装的情形。  

   第五条  检察制服应当按照规范配套穿着，检察制服不得与

非检察服装混穿。  

   （一）夏服  

   着夏服时，浅蓝色短（长）袖衬衣配夏裤（裙），扎系检察

专用制式蓝色领带，夏服衬衣下摆扎系于裤（裙）腰内，不得露

在外边敞穿。  

   （二）春秋服、冬服  

   着春秋服、冬服时，上身内穿白色长袖衬衣，扎系检察专用

制式红色领带，衬衣下摆扎系于裤（裙）腰内。  

   （三）防寒大衣  

   着检察防寒大衣时，内穿检察春秋服或冬服；取下保暖内胆

时，可作风衣穿着。  

   （四）穿着检察制服要着黑色皮鞋。男同志配穿深色袜， 鞋

跟一般不高于 3 厘米；女同志配穿肤色袜，鞋跟一般不高于 5 厘

米。  

（五）检察制服的穿着效果参见《人民检察院检察制服着装

规范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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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检察徽章应按下列规定佩戴：  

  （一）佩戴检察徽章的检察制服为：夏服、春秋服、冬服和

大衣；  

  （二）出席法庭必须佩戴检察徽章，其他因工作需要的场合

也应佩戴检察徽章；  

  （三）检察徽章佩戴的位置为：夏服佩戴在左胸前口袋沿上

方 1 厘米徽章佩戴标记处；春秋服或冬服应佩戴在左驳头装饰扣

眼处；检察大衣佩戴在左胸前上方线迹中间位置；  

（四）检察徽章不得在其他服装上佩戴，穿着检察制服也不

得佩戴检察徽章以外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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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穿着检察制服，应当做到服装整齐洁净，仪表端庄得

体，注重礼仪规范，并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敞怀、披衣、挽袖子、卷裤腿；  

  （二）不得系扎围巾，不得染彩发。男同志不得留长发（发

长侧面不过耳，后面不过衣领）、剃光头、蓄胡须。女同志不得披

散长发、染指甲、化浓妆，不得佩戴耳环、项链等首饰；  

  （三）不得在外露的腰带上系挂钥匙或者饰物；  

（四）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饮酒；非因工作需要，不得进

入营业性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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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着装要求，应参照公安部印发的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执行。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部门负责对检察人员的着装行

为进行督察。对违反本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检察人员，视情节

给予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 

 

    第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人民检察院服装管

理规定（试行）》（高检发装字(2003]5 号)中有关着装规范条款同时

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