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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机关)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

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检察院刑诉规则》第

一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依照本规则第二章的规定由

本院管辖的报案、控告、举报和犯罪嫌疑人的自首。对于不

属于本院管辖的有关犯罪的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也应

当接受。(释解)本条是关于立案侦查机关的规定：一、立案

概述立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

罪嫌疑人，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报案

、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以及自诉人起诉的材料，按照

各自的管辖范围进行审查后，根据事实和法律，决定是否作

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判的诉讼活动。立案包括三方面的

内容：1．发现立案材料或对立案材料的接受；2．对立案材

料的审查；3．根据审查的结果，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

。立案阶段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互相街接、有机联系的

，构成了立案程序的完整体系。根据本法的规定，立案有以

下特点：1、刑事案件的立案，是国家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一种职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

此权力。如果公、检、法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私立专案，对公

民进行侦查、审讯，则属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的直接受理也

属于立案范畴。因为根据本法第8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

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



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

立案。这一规定说明：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有权立案直接受

理。2．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有其特定

的任务。这就是依法接受并审查报案、控告、举报或自首的

材料，确定有无犯罪事实，依法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从

而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而立案决定的目的，在于

确认刑事案件成立，对犯罪行为开始进行刑事追究，立即对

案件进行侦查或者审判。3．立案是刑事诉讼开始的必要程序

。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对任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都必须首

先依法立案。只有经过立案这一法定程序，案件才能纳入刑

事诉讼的轨道，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等诉讼行为才

具有合法的依据。实践中，那种为了片面追求破案率，先破

案后立案，案件不破就不立案的做法，则是违反立案程序的

。这样做不仅会使侦查等活动失去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

且会掩盖发案的真实情况，严重影响及时、有效地同犯罪行

为作斗争。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只有依法作出立

案决定以后，才能开始进行侦查或者审判活动，即公诉案件

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

直接立案审判。只有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可以在立案前采

取某些法定的侦查行为和必要的强制措施。对于在立案前的

审查过程中，是否可以采取侦查行为这一问题，法学界有不

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不能采取侦查行为，有人认为必要时可

以采取某些侦查方法；有人认为可以对事采取侦查行为，对

人不能采取侦查行为。本法第84条第3款规定，对于不属于自

己管辖的报案、控告和举报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

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我们认为，所谓必须



采取紧急措施的情况，应当是指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就无法决

定是否立案，或者有可能对立案后的侦查或审判工作造成无

法弥补的损失或极大困难的情况。例如对杀人案件有关的犯

罪现场和被害人尸体，如不及时进行勘验和检查，就会使证

据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勘验和检查的侦查手段就属于

紧急措施。如果侦查人员发现犯罪嫌疑人有逃跑、自杀、毁

灭罪证或者继续犯罪的可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

就可以依法采取先行拘留的紧急措施。因此，在立案前的审

查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可以采取某些侦查手段

和必要的强制措施。二、立案侦查机关立案，也就是刑事案

件的成立。它标志着刑事诉讼的开始，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

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与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和执行阶段不

同的是，立案阶段的任务只限于解决是否开始追究犯罪的问

题，即司法机关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审查，查明是否确实发生

了犯罪行为；如果确有犯罪事实发生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则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加以处理。立案，是国家赋予国家司法

机关的重要职权。在我国，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

法院享有刑事案件的立案权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都无权立案。本条规定："公安机关或

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

范围，立案侦查。"本法第88条又规定；"对于自诉案件，被害

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

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这些规定表明，只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有权决定将某一事件作为刑事案件纳入诉讼轨

道开展侦查或审判活动。之所以将刑事案件的立案权统一由



公、检、法机关行使，一方面，因为公、检、法三机关是追

究犯罪的专门机关，揭露犯罪、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和保护

无辜，是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只

有公、检、法三机关统一行使立案权才能准确把握立案条件

和标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公、检、法机关享有立

案决定权，但是，在决定立案或不立案的问题上，也并非随

心所欲。首先，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立案条件，对不具有立案

条件的事件或行为，必须坚决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加强对

无辜者的法律保护，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其次，即使具

有立案条件，应该作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或者审判时，还必

须恪守关于管辖范围的规定，严格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

负责制度，各机关之间都不应超越权限，越俎代庖。再次，

立案活动本身是一种诉讼程序，要严格依法进行，人民检察

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负有监督立案工作依法进行的

职责，同时，立案工作也要接受有关当事人的监督和人民群

众的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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