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案件立案报告及范文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6/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6_A1_88_E4_c25_206746.htm 一、概念及作用 刑事

案件立案报告书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刑事

案件，报请领导审批立案侦查的书面报告。 刑事案件立案报

告书具有确定案件成立、指导侦查活动的作用。根据公安部

有关文件规定，对于案情复杂的重大、特大刑事案件要制作

刑事案件立案报告书，凡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都需填写刑事

案件立案报告表。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刑事案件立案

报告书由以下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首部1．标题 在文书顶端

正中，一般采用公文标题。如“关于李××被杀案的立案报

告。”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由机关代字、年号和顺序号

组成。如“×公刑字［19××］38号”。(二)正文由五部分内

容组成：1．案件发生、发现情况 简要写明何时接何单位或

何人报案，所报案件的基本情况，接报案后公安机关采取的

处理措施。若案件是检举、控告的，要写明检举人、控告人

的姓名、性别、职业、住址等。 若案件是群众发现报告的，

应重点写明报案人对案件发现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主

要情节、细节、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或可能隐藏的地点，

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的关系，犯罪嫌疑人以及现场保护等情

况。 若案件是公安机关发现的，要写明发现的简要经过和主

要案情。若为犯罪嫌疑人自首或被当场抓获的，要写明犯罪

嫌疑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有无前科等基本

情况，犯罪嫌疑人交代的主要犯罪事实以及被抓获的简要情

况。2．现场勘查情况 立案报告书中的“现场勘查情况”不



能照搬“现场勘查笔录”的内容，一般是根据某一具体案件

的“现场勘查笔录”，从中选择最能突出该案件特征的现场

勘查内容，主要应写清以下内容： 现场位置、环境状况。应

写清现场的自然位置、地形地物、通道和周围环境等。如现

场发生在室内，则要写明该处所在街道居民区或乡、村、组

的位置，以及相邻的居室、房屋、楼层、通道等情况。这样

，可以使侦查人员了解分析罪犯作案的环境条件、活动情况

、来去踪迹和受害人被害时的处境以及他人知情的可能。 现

场状况。应着重写明现场的勘验实况，发现的证明犯罪的各

种实物和痕迹。如现场家具、物品的布置状况和有无移动、

翻动或破坏；现场有无搏斗、挣扎、翻滚等情况；有无犯罪

嫌疑人遗留或抛弃的作案工具、凶器、衣物等其他物品；犯

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各种痕迹、指纹等；财物的损失情况

；犯罪嫌疑人在出入、来去路线上留下的痕迹；现场出现的

反常现象。 如果是凶杀案件，应写明死者的姓名、性别、年

龄、职业或身份等；如系无名尸体，要写明性别、年龄(估

计)、体态、衣着和容貌；尸体(或伤者)躺卧的具体位置、方

向、姿态等；死者是否正常死亡、尸体有无移动迹象，是否

第一现场；致死、致伤的手段、部位、尸僵、尸斑的部位、

颜色、状态和尸体腐变等情况；血迹分布、喷溅的形状、面

积等情况；作案工具、凶器和有关物品、附着物等。 上述内

容应根据具体案件的现场，据实择要写清现场勘查的有关情

况、搜集到的有关证据和线索，以利于侦查人员对案件的分

析、研究和判断，确立侦破方案。 有些刑事案件无现场可查

，仅靠重大嫌疑线索立案的，现场勘查就不写，就着重于侦

查对象的记写。3．现场调查(访问)情况 现场调查是一种走群



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获得犯罪信息、侦破案件的重要手

段之一。通过现场调查，获得查明、侦破案情所需要的证据

、线索和有关情况，对分析、判断案情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现场调查情况是立案报告书的又一重要内容。写进立案报告

书的“现场调查情况”，实际上是在发现犯罪事实之后制作

立案报告书之前，根据众多被调查访问人提供的各种线索、

情况，筛选出对分析案情、侦破工作有价值的材料，紧扣立

案归纳而成的。 调查访问的对象很多，有报案人或案件发现

人；事主或受害人；死、伤者的亲属、邻居、友人；基层干

部和群众；目击者和其他知情人等。 调查访问的主要内容有

：案件发生或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受害人或受害单位

的有关情况，如受害人的政治、经济、作风、社交等情况，

如系无名尸体、碎尸、经过辨认查明，同样要记清生前的有

关情况；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特

征、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特点是有无犯罪史；犯罪的原因

、手段和情节以及后果包括人员伤亡、财物损失情况等。如

果有些案件为了迅速立案，来不及调查的，立案报告书中可

以不写调查访问情况，但应说明原因。 鉴定结论。这一部分

内容主要是指赃物估价、伤情鉴定、尸体检验、司法鉴定结

论等。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并不求每个立案报告书都必须具备

。4．立案理由和法律依据 该部分内容要写清对控告、举报

、报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的交待、现场勘查、调查访问和

鉴定结论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分析判断和法律依据。 对案件

的分析判断一般包括：对案件性质、作案动机的目的以及因

果的分析、判断；对犯罪人数、作案时间及地点(指第一现

场)、作案条件、作案经过的分析判断；对初步查获的证言(



包括事主或受害人的陈述)、物证的真伪及可靠程度的分析判

断；对犯罪嫌疑人的性别、年龄、体态特征、职业、身体、

习惯及犯罪史的分析判断；对现场各种遗留物和痕迹的分析

、判断；对犯罪嫌疑人的去向、赃款及去向的分析、判断等

。 在上述事实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引用我国《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来认定案件性质和提出立案请求。

请求中要说明此案立为一般案件还是重大或特大案件。5．侦

查计划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分析判断的结果，提出侦查方

案和具体措施。该内容为立案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侦破

工作具有指导作用。 这部分内容应写明：侦查力量的组织与

分工；侦查的方向和范围；侦查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侦查工

作的方法、步骤、措施、策略；侦查的时间要求和根据案情

变化采取的对策。 案情越复杂，侦查计划越应该具体、详细

；对需要长期侦查的重大、特大刑事案件，可将侦查计划单

独成篇，写成更加详尽的侦查工作方案；案情简单时侦查计

划可略写或不写；对于社会影响广泛、危害严重的案件，还

要写明最后的破案期限。(三)尾部写明制作时间、制作单位

并加盖公章。三、注意事项： 立案报告书所写内容必须符合

客观实际，不能掺杂主观臆断。分析要客观全面，有理有据

。判断推理要合乎逻辑，文字切忌繁杂，力求简明、概括。 

计划务求切实可行，易于操作实施。 本文书制作完毕，经县

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即作为侦查部门开展侦破工作

的依据。 刑事案件立案报告书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存入侦查卷(

主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