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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24_277815.htm 第一百零二条 (现场

勘验)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犯罪现场；并且立即通

知公安机关派员勘验。《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四

条 发案地派出所、巡警或者治安保卫组织应当妥善保护犯罪

现场，注意保全证据，控制犯罪嫌疑人，并立即报告公安机

关主管部门。执行勘查的侦查人员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赶

赴现场；勘查现场，应当持有《刑事犯罪现场勘查证》。《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 勘查现场的任务，是查

明犯罪现场的情况，发现和收集证据，研究分析案情，判断

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为破案提供线索的证据。

需要迅速采取搜索、追踪、堵截、鉴别、控制销赃等紧急措

施的，应当立即报告负责本案侦查的指挥人员。《公安机关

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六条 现场勘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侦查部门负责。一般案件的现场勘查，由侦查部门负责人指

定的人员现场指挥；重大、特别重大案件的现场勘查由侦查

部门负责人现场指挥。必要时，发案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应当

亲自到现场指挥。《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 勘

查现场，应当按照现场勘查规则的要求拍摄现场照片，制作

《现场勘查笔录》知现场图。对重大、特别重大案件的现场

，应当录像。计算机犯罪案件的现场勘查，应当立即停止应

用，保护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并复制电子数据。(释解)本条

是关于现场勘验的规定。一、保护犯罪现场的义务刑事案件

的犯罪现场，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地点或其他遗留与犯



罪有关的痕迹和物品的场所。所谓实施犯罪活动的地点，是

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的中心场所，如杀人案件的杀人地点

、盗窃案件的被盗处所，爆炸案件被爆炸的部位等。在这些

场所里，产生、形成了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遗留的各

种痕迹、物品及其它物证。这些物证能够客观地反映犯罪分

子在现场犯了什么罪以及犯罪活动的过程，也可以根据物证

状况揭示犯罪分子个人情况，为侦查提供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所以，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的地点是犯罪现场的主要组

成部分。所谓遗留有与犯罪有关的痕迹和其他物证的一切场

所，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前准备、遗留、隐身的地方

和犯罪后移尸、抛尸或逃跑、藏赃等后期处理的场所。这些

场所不仅能够发现犯罪分子遗留的手印、脚印、破坏工具以

及交通运输工具等痕迹，而且能够发现犯罪分子遗弃的犯罪

工具、凶器，被破坏的门锁、锁扣以及掩埋的尸体、隐藏的

赃物等物证，它们也是犯罪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犯罪现场

是犯罪分子为了实施其犯罪意图而在一定时间、地点侵害一

定对象，从而引起特定物质环境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客观存在

。这些与犯罪事件形成一定因果联系的客观因素，就是犯罪

现场的基本构成。这些客观因素包括：1．犯罪的时间、空间

要素。犯罪活动是在定时间和空间实施的，离开了时间和空

间，犯罪行为就无从表现出来，当然犯罪现场就不可能存在

。所谓犯罪时间，是指犯罪行为从起始到终止的时间。有的

案件犯罪活动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阶段进行的，

犯罪时间应按不同的地点逐段分别计算。有的案件的犯罪行

为与犯罪后果不是连续发生的，如从投毒到被中毒或从预置

爆炸物品到爆炸发生，中间需要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



因而犯罪时间除了应当计算犯罪分子在现场活动的一段时间

外，还应当计算犯罪分子可能因犯罪活动而引起被侵害对象

及其物质环境发生变化的那一段时间。所谓犯罪空间，是指

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作为犯罪现场

构成要素的犯罪空间，不仅包含发生犯罪事件地点本身的三

维空间及形态范围，而且还包含发生犯罪事件所属的行政区

域和单位以及发生犯罪事件地点的环境关系。如有些案件的

犯罪活动是在不同时间、地点分阶段进行的，案件与几个空

间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域相联系。犯罪时间与犯罪空间是犯

罪行为的存在形式，也是犯罪事实的组成要素。犯罪现场的

时间、空间要素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因为时间具有不

停顿性和不可逆转性，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在一个空

间内活动，不能同时占有两个空间。所以，确定犯罪行为存

在的时间和空间，对于查明犯罪活动情况，排除嫌疑犯罪人

，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收集犯罪证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2．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要素。犯罪行为是指犯罪分子为了

实现其犯罪意图而采取的行动。我国刑法不仅规定了犯罪行

为必须具备的对社会有危害性、应受到刑罚惩罚的一般特征

，还规定了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杀人行为、抢劫行

为、走私行为、贪污行为，等等。犯罪行为在犯罪构成中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只有当某人实施了危害社会并且为刑法

所禁止的行为，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犯罪行为是

犯罪现场的又一个基本要素。没有犯罪行为的存在，就没有

犯罪现场。在侦查实践中，有些现场是否为犯罪行为所致，

在现场勘查之前很难作出判断。如爆炸现场，是爆炸事故还

是爆炸案件，在勘验之前往往无法作出结论。在侦查人员勘



查的现场中有犯罪现场，也有非犯罪现场，这就需要判明是

否有犯罪行为发生。3．被侵害对象及其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化

要素。多数犯罪是直接的行动破坏，犯罪意图一旦付诸实施

，必须会引起现场上被侵害对象及其物质环境，包括人、事

、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如被侵害对象的物质形态

的改变，现场上各种物品存放位置和组合关系的变更，现场

上痕迹、物品的增减，以及在事主、被害人、知情人头脑中

留存的各种反映形象等等。这些变化，是对犯罪分子犯罪行

为的客观反映，也是确定犯罪的重要依据。所以被侵害对象

及其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化也是构成犯罪现场的一个基本要素

。当然从现场勘查这个角度讲，现场的各种变化是具有一定

条件的，一般是指容易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或借助于某

种科学技术手段能够感知的，并有相对稳定性的变化。这也

是有些刑事案件现场，或因为犯罪行为引起的变化轻微细小

，或因其引起的变化瞬间即逝，或受人的认识能力所限，而

难于进行勘查的原因。综上所述，构成犯罪现场的犯罪时间

、空间要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要素和被侵害对象有及其客

观物质环境变化这三大要素，使犯罪现场成了反映犯罪人和

犯罪活动实情的信息载体。相对来讲，犯罪现场储存的犯罪

信息量最大，犯罪信息值最高。也正是由这三大构成要素，

使犯罪现场具有了阶段性、特定性、暴露性和易变性的特点

。由于犯罪活动侵害的客体和条件不同，犯罪现场可以分为

若干种。1．按现场在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可分

为主体现场和关联现场主体现场是指犯罪分子实施主要犯罪

行为的处所。在主体现场上，犯罪行为人停留的时间较长；

犯罪行为表现充分，如杀人案件中罪犯杀人的处所，盗窃案



件中犯罪人行窃的处所等等。主体现场能比较集中地反映被

侵害客体的具体状况，遗留的痕迹、物品及其他物证较多，

犯罪信息密集。主体现场可以为侦查人员认识犯罪和揭露犯

罪提供主要情况，如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方法以及实

施犯罪的过程等。因而在勘验主体现场时应投放更多的勘查

力量。关联现场是指主体现场以外同犯罪行为相关联的地点

。犯罪分子在关联现场进行的活动，是其整个犯罪活动的组

成部分，如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窥视、踩点、逗留的

地方，作案后隐藏赃物、抛掷尸块、毁坏或抛弃犯罪工具或

其它物证的场所。关联现场是整个案件现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犯罪的发展过程。侦查实践中

常常可以见到犯罪分子对主体现场想方设法进行伪装和破坏

，而对关联现场却往往不予注意，因而关联现场也能够提供

一些真实情况，甚至提供某些重要的痕迹、物品。加强关联

现场的寻找及勘验，对于收取证据，查明案情，同样具有重

要作用。2．根据现场形成之后有无变动，可将现场分为原始

现场和变动现场原始现场是指现场形成以后到进行勘查之前

，没有受到人为的或者较大外来因素破坏的现场。由于这类

现场基本上保持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被侵害对象及其物质环

境的客观变化情况，能够程和结果，现场遗留的犯罪痕迹和

其他物证较多、较完整，所以这类现场能够为侦查破案提供

较多的线索和证据。变动现场是指现场形成之后，勘查人员

未到达现场之前，由于非人为主观故意或者因自然因素使现

场的原始状态受到部分或全部改变的现场。这类现场，由于

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犯罪行为所造成钓被侵害对象及其物质

环境的客观变化情况，犯罪分子遗留的痕迹物品受到了种种



破坏，一些与犯罪行为并无关系的痕迹物品增添了进来，对

于侦查人员发现搜集犯罪痕迹与物品，分析判断犯罪事实带

来一定的困难，甚至因一些偶然因素的介入，会导致侦查工

作误入歧途。在侦查实践中，原始现场较少，多数都是变动

过的现场，这需要勘查人员采取科学的态度，不断总结现场

变动的规律特点，认真做好对无关因素介入的排除工作，善

于从变动中去寻找没有变动的部分，在破坏中寻找那些尚未

被破坏的痕迹和其他物证。3．按现场的真假程度，可以分为

伪造现场与变造现场伪造现场与变造现场，是侦查实践中的

两种特殊情况。伪造现场，是指客观上并没有犯罪事件发生

，当事人出于某种目的，编造假案件，构造假现场。伪造现

场是非犯罪现场。当事人伪造现场的动机很多，有的是为了

掩盖自身的其它违法犯罪行为，有的是为了诬陷他人，有的

是为了欺诈保险赔偿取得非法利益等。由于伪造现场本身是

虚构的，那么，现场现象之间、当事人陈述之间、当事人陈

述与现场现象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矛盾，只要勘查

人员认真进行勘验与调查就不难辨别真伪。变造现场，是指

犯罪人实施侵害行为后，为转移侦查视线，逃避打击，故意

对现场进行某些改变和伪装的现场。变造现场是犯罪现场，

与伪造现场有本质区别。犯罪人变造现场以掩盖案件真象，

妄图割断自身与案件及其现场的联系。变造现场上真象与假

象并存，如将他杀伪装成自杀，将内盗伪装成外盗等。但是

，不管犯罪人如何伪装，现场上都必然会暴露出一些矛盾和

破绽，只要善于发现，善于分析，就可以透过现场假象，抓

住犯罪事件的本质。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现场所在的位置

不同，分为室内现场和露天现场；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分



为杀人现场、盗窃现场、爆炸现场等。根据犯罪分子实施犯

罪活动的先后顺序，划分为第一现场、第二现场、第三现场

等。根据不同类型现场的特点和规律，确认案件的性质，采

取相应的勘查措施，有利于搜集证据，扩大线索。犯罪现场

是罪证比较集中的地方，它常常关系到能否收集到充分的证

据材料，及时、准确地侦破案件。因此，犯罪现场的保护对

现场勘验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犯罪现场遭到破坏

，勘验就无法进行，侦破工作就会走弯路。因此，本条规定

，对于犯罪现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加以保护，并

应通知公安机关进行勘验。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立即派

人赶赴现场进行勘验。所谓保护犯罪现场，是指在案件发生

之后，应及时采取措施，使现场在勘查人员到达之前，一直

保持案件发生时的原始状态，避免受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及

时认真的保护现场，是保证勘验现场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条

件。保护现场的基本要求，是划定保护的范围，布置警戒，

维护秩序，在侦查人员到达之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如果

因天气或其他情况，可能出现使现场痕迹、物证受到移动和

破坏的情况，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保护；如果发现犯罪嫌疑

人尚未逃离现场，应立即扭送公安机关；如果发现有犯罪嫌

疑人时，应布置人员予以监视。总之，要尽量减少现场受破

坏之可能性，使之客观地呈现其原有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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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