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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A0_E3_80_81_E5_c24_271312.htm 第五十条 (拘传、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的概括性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

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法院执行解释》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

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被告人拘传、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或者决定逮捕。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认为应

当对被告人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报请院长批准。

《法院执行解释》第六十四条 对经过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或者根据案件情况有必要拘传的被告人，可以拘

传。拘传由司法警察执行，执行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拘传被

告人时，应当出示拘传票。对抗拒拘传的，可以使用戒具。

《法院执行解释》第六十五条 审判人员对被拘传的人，应当

在拘传后的十二小时以内讯问完毕，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

变相关押被拘传人。《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

察院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可以拘传。拘传应当经检

察长批准，签发拘传证。《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十三条 拘

传时，应当向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出示拘传证。对抗拒拘传

的，可以使用戒具，强制到案。执行拘传的人员不得少于二

人。《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十四条 拘传持续的时间从犯罪

嫌疑人到案时开始计算。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令其在

《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并在拘传证上签名或者盖章，

然后立即讯问。讯问结束后，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在拘传证

上填写讯问结束时间。犯罪嫌疑人拒绝填写的，检察人员应



当在《拘传证》上注明。一次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拘传犯罪嫌疑人，

应当在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地点进行。犯罪嫌疑人的

工作单位、户籍地与居住地不在同一市、县的拘传应当在犯

罪嫌疑人的工作单位所在的市、县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

以在犯罪嫌疑人户籍地或者居住地所在的市、县内进行。《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十六条 需要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变

更强制措施的，应当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拘传

期限内办理变更手续。在拘传期间内决定不采取其他强制措

施的，拘传期限后满，应当结束拘传。《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六十条 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需要拘传的犯罪嫌疑人

，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拘

传到其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进行讯问。需要拘传的，应

当填写《呈请拘传报告书》，并附有关材料，报县级以上公

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 公安

机关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出示《拘传证》，并责令其在《拘

传证》上签名(盖章)、撩指印。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

令其在《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讯问结束后，应当由其

在《拘传证》上填写讯问结束时间。犯罪嫌疑人拒绝填写的

，侦查人员应当在《拘传证》上注明。《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

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需要对被拘传人变更为

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拘传期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

决定；对于不批准的，应当立即结束拘传。《公安机关程序

规定》第一百三十九条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严格控



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

四十条 公安机关依法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取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提请逮捕的，应当书

面报请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

可。《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现行

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先行拘留的时候，发现其是县级以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当立即向其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公安机关在依法执行拘传、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中，发现被执行人是县级以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当暂缓执行，并报告原决定或者批

准机关。如果在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是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应当立即解除，并报告原决定或者批准机关。《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依法对乡、民

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拘留或者执行逮捕的，应当在执行后立即报告其所属的

人民代表大会。《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安

机关依法对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给该委员所属的政协组织。《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依法对政治协

商委员会委员执行拘留、逮捕前，应当向该委员所属的政协

组织通报情况；情况紧急的，可在执行的同时或者执行以后

及时通报。(释解)本条是关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概括性规定。一、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概述根据本条

规定，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权力属于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可以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



人情况等案件具体情况，选择适用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

住。拘传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为使被告人

及时到案接受讯问，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经合法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案，或者根据案件情况应强制到案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一种强制到案的方法。适用拘传

的权力属于司法机关，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无此项

权力。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责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保证金或提出保证人，并出具保证

书，保证其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

种强制措施。适用取保候审的程序，基本上可分为取保和交

保两个步骤。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而限

定其活动区域和住所，监视其行动的一种强制措施。适用监

视居住的条件与取保候审基本相同，当犯罪嫌疑人找不到保

证人时，则可适用监视居住的办法。本章对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本条拟结合有关解释的规定，

对拘传作一介绍。二、拘传概述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

令其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与其他几种强

制措施相比，拘传有以下特征：1．拘传是强制性最小的一种

强制措施。拘传只是强制命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的

地点接受讯问，其强制力仅限于从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接受拘传之时起，到讯问完毕这段时间。本法第92条规定，

拘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

相拘禁被拘传的对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完毕，强

制性随即解除，拘传也就自动消灭。拘传充分体现了强制措



施只有预防性、强制性而无处罚性的特点。2．拘传只能在短

时间内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而

无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妨碍

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也无法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继续犯罪。因此，当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实施妨碍刑

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行为、有继续犯罪或者发生意外事件

的可能时，应当采取其他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拘传的对象

是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包括未被采取任何强

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被采取了取保候审或者监

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采取了拘留或者

逮捕措施已经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随时提审，

勿需拘传。根据本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0条的规定，适用拘传

有两种情形：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依法径行拘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由于案

件侦查、起诉和审理的需要，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毁

灭或隐匿证据、与他人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阻挠或妨

碍诉讼活动，可以不经传唤而直接拘传被告人。2．对经过依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案(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

以拘传。所谓传唤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使

用传票通知誓巳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

点接受讯问，它不是一种强制措施，内容同于通知，强调被

传唤人到案的自觉性，不得对其使用戒具。传唤除适用于犯

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外，还适用于其他当事人：自诉人、被

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所谓正当理由指被



传唤人患有重病、出门在外或因不可抗拒的理由被阻断交通

等。拘传的目的是强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

，以利于刑事诉讼及时进行。刑事诉讼中采用拘传有以下意

义：1．可以强制方法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接

受讯问，参加诉讼活动。2．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根

据案件情况，为了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需要，为了及时收集

证据等，在不具备采用其他强制措施的条件下，适用拘传可

以确保诉讼顺利进行。3．教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程序

法。本法作为程序法，具有与实体法刑法相同的效力，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不得违犯。三、人民法院拘传的程序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拘传的程序应把握以下

几点：1．拘传由司法警察执行，执行人员不得少于二人。2

．拘传被告人时，应当出示拘传票。3．人民法院执行拘传时

，可以使用戒具，如手铐、警绳等，将被告人强制到案，但

是，并不是每个案件都要对被告人使用戒具。一般情况下，

只有被告人抗拒拘传的，才能使用戒具，并且被告人到案后

，讯问被告人时不应当再对其使用戒具。4．审判人员对被拘

传的人，应当在拘传后的12小时以内讯问完毕。第一，拘传

时间应以被拘传人到案的时间作为起算时间，既不包括路途

耽搁的时间，又要求被拘传人到案后立即讯问。第二，拘传

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这是指一次拘传持续的时

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或者说，每次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

都不得超过12小时，而不是指拘传时间累计不得超过12小时

。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办案的需要，可以多次拘传被告人

，只要每次拘传持续的时间不超过12小时，不论累计时间有



多少小时，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5．审判人员不得以连续拘

传的形式变相关押被拘传人。这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以拘传为名长时间连续讯问或拘押、变相拘禁被拘传人的现

象，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切实维护被拘传人的合法诉讼权

利而作出的规定。人民法院在使用拘传措施时，应当严格遵

守这一规定。对"应当在拘传后十二小时以内讯问完毕，不得

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关押被拘传人的规定应当理解为：(1)

一次拘传的时间最长为12小时，可以少于，不可超过；(2)两

次拘传应当有时间上的间隔，不得连续进行。"不得连续拘

传"的内涵是应当保障被拘传人维持正常生存的基本条件，不

能搞疲劳讯问。所谓正常生存条件就是指必要的饮食与睡眠

。之所以使用"生存条件"而不使用"生活条件"是因为对于人来

讲生存条件是同一的，但生活条件则是因人而异的。对法律

的理解应当采取同一性的概念，以便统一地执行。四、人民

检察院拘传的程序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拘传的程序把握以下几点：1．对犯罪嫌疑人采

取拘传措施，应当由检察长批准，并签发拘传证。2．执行拘

传可以由检察人员或者司法警察进行，但执行人员不得少于

二人。3．拘传时，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住址

等基本情况，向被拘传人出示拘传证。4．对抗拒拘传的，可

以使用戒具，强制到案。5．犯罪嫌疑人到案6．拘传应当在

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进行。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单位、户

籍地与居住地不在同一市、县的，拘传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

工作单位所在的市、县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犯罪嫌

疑人户籍地或者居住地所在的市、县内进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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