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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兼论刑事案件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 修改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1月1日实施以来，由于取消

了收容审查的作法，使久押不决的刑事案件得到了有效的控

制。但是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久押的刑事案件仍有大量存在

，甚至有蔓延的趋势。笔者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刑

事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在充分利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后，仍久押不决。主要有以下看来合法

实际不合法的几种情况。?? 一、由于侦查部门对无罪推定认

识不足，加上侦查手段落后，靠口供定案，所以当刑事案件

发生以后或者犯罪嫌疑人被他人举报，在传唤以后不用《刑

诉法》规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而是利用《人

民警察条例》的规定，采用留置48小时，以后再根据《刑诉

法》的规定传唤或者拘传24小时，即三天以后才进行刑事拘

留。在拘留以后，对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是根据《刑

诉法》第69条第10款规定的3日或者延长1日至4日即最长7日

的时间，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是利用《刑诉法》

第69条第2款规定的延长至30日才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如南瑞强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犯罪嫌疑人南瑞强于2002年1

月1日被传唤，1月4日刑事拘留，2月6日逮捕。这样，犯罪嫌

疑人在审前的羁押时间就无辜多羁押了6日。更有严重的是有

些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

定，决定行政拘留30日，然后再进行30日的刑事拘留，然后



再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如果这样，那么犯罪嫌疑

人的审查羁押时间又多押30日。?? 二、由于《刑诉法》第138

条第2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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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人民检察院就利用这一规定，在审查起诉期限

届满后，改变管辖；《刑诉法》第140条第3款规定：“对于

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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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对有些案件就采用了这个

办法。这样，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时间可达5个

半月，两个管辖的检察院加起来就长达8个月了。如南瑞强出

售出入境证件案，侦查机关于2002年7月2日移送起诉至北京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8月15日移送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管

辖变更，加上退回补充侦查，至今都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三、由于《刑诉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犯罪嫌疑

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

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所以，有些侦查机关在有些案件中，

对有绰号或者别名的犯罪嫌疑人，初期审讯就一直记录绰号

或者别名，待侦查期限用完，或者认为证据已调查充分，才

用真实姓名审讯，重新计算期限。这样，犯罪嫌疑人就有可

能在这期间多押5个月，两次总和达到11个月零10天。?? 四、

由于《刑诉法》第165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

查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

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可以延期审理”。《刑

诉法》第166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在1个月以内补充完

毕。而且根据《刑诉法》第168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法院重



新计算审理期限。所以，有的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比较有争

议的案件时，除根据《刑诉法》第168条第1款规定的2个半月

以外，以辩护人提出重新鉴定为由延期1个月，公诉人提出补

充侦查(2次)延期2个月，加上重新计算审限2个半月。这样，

被告人在一审阶段又多羁押5个半月。如：刘锡文为境外机构

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安全机关于2001年12

月31日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于2002年5月22日向中级人民

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9日开庭，由于辩护人提出重

新鉴定，7月11日作出延期审理，8月10日作出再次延期审理1

个月，9月10日又作出再次延期审理1个月至2002年11月11日的

决定。?? 五、对于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机关抗诉的二审案件

，由于《刑诉法》对上级检察人员阅卷时间没有规定，所以

有的检察人员阅卷时间能长达8个月之久。这样，案件的被告

人的二审羁押期限有长达15个月之久的。如：成晓彤贪污案

，区检察院于2000年11月8日抗诉，案卷到中级人民法院后，

检察分院阅卷就用去4个月。开庭后，到2001年12月19日才作

出二审判决。?? 六、由于《刑诉法》没有规定案件审结后交

付执行的期限，因此经常有一些案件，审结后几个月都不交

付执行，给看守所造成很大的压力。例如，张旭东抢劫案，

二审中级法院于2001年12月5日审结，但被告人在看守所羁押

至2002年10月20日还未交付执行。?? 七、由于《刑诉法》未规

定在途期限，只是笼统规定：“应当立案”、“人民检察院

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作出批准

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

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作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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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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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

查后⋯⋯应当决定开庭审判”、“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案件，

应当在受理后1个月以内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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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审人民法院审

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审结”、“第二审人

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从收

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等等，都没有规

定期限。在司法界把这叫“在途”或者“途中”。由于没有

明确规定期限，很多司法机关就利用这一间隙，延长时间。

如：提请批准逮捕的在途时间，能长达1周；移送审查起诉的

在途时间，可在1至7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在途时间能长

达1个月；人民法院审查立案受理的时间能长达2个月；被告

人上诉后，到二审人民法院收到案件，在途时间能长达2个月

；如：沈绍甫滥用职权案，侦查部门于2001年9月21日移送审

查起诉，同在一个机关，只是由法纪科移送到起诉科，但起

诉科在2002年3月22日起诉时认定，法纪科于2002年3月5日移

送审查起诉。一墙之隔的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检察院于3月28日

起诉。从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发回重新审理的案件，原审人

民法院有可能在6个月以后才收到。以上这些，任何部门都计

算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却在押，给看守所造

成很大压力。?? 八、对于有关部门干预的案件，或者争议较

大的案件，司法机关会无任何理由无限期地延长。如：徐×

×挪用公款案，一审于2000年12月6日开庭，至今没有判决

。?? 对于超期羁押，尽管《刑诉法》第75条有规定“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

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

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

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

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但是，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委托的

律师向侦查、检察、法院部门提出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

施时，由于《刑诉法》没有司法救济措施，所以任何司法部

门都不予理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

属或者委托的律师对此毫无办法。?? 上述情况，看似合法，

但不合法。而且任何一个司法部门都不承担责任。原因为：

第一、立法不明，没有明确规定时限；第二、司法人员对无

罪推定认识不足；第三、侦查手段落后，往往以拘代审；第

四、羁押权即自由权掌握在办案单位手中。?? 笔者认为：要

解决超期羁押、久押不决的问题，建议从立法上解决。对可

能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以下的犯罪嫌疑人一律不适用

羁押，而是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这样，既能维护、保障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又能大大减轻看守所的压力，降

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为严格执行羁押期限，应当建

立独立于目前公检法办案机关的程序法法庭，把羁押权交由

程序法庭执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应当羁押；对羁

押是否应当或者是否超期羁押提出异议等一切等等法律程序

上的问题，均由程序法庭来裁决。同时，看守所也应从公安

机关分离，交由非办案部门的程序法庭来管理。是否应当羁

押，羁押时间的长短，执行程序法庭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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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