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审查决定逮捕

1.嫌疑人已被拘留的，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在收到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后 7日以内，报请检察长决定是否

逮捕，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 1-3 日；犯罪嫌疑人未被拘留的，负责捕诉的部门应当在收到

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后 15 日以内，报请检察长决定是否逮捕，重大、复杂案件，不得超过 20 日。

2.决定逮捕的，由负责侦查的部门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可以协助执行；决定不予逮捕的，说明理由。

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负责侦查的部门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专题八】审查起诉

（一）审查起诉

1.证据材料的审查

（1）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

记录在案。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2）认为需要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没有鉴定的，应当要求监察机关或者

公安机关进行鉴定。必要时，可以自行鉴定，或者聘请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鉴定。

2.证据材料的补充

（1）补充侦查或补充调查

适用案件 适用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案件

决定与实施 检察机关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

补充侦查的或者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需要补充调查的，应当退回公安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次数和时间 在 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 2 次为限

（2）自行侦查。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可以自行侦查。自行侦查的，应当在审查起诉期限

内侦查完毕，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3.审查时限

检察院对监察、公安移送的案件

（1）应当在 1 个月以内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 15 日；

（2）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 10 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

1 年的，可以延长至 15 日。

（二）起诉

1.起诉与不起诉的情形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没有犯罪事实，或有法定不起诉情形的 应当 不起诉

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 可以

1 次补充侦查或调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没再退回必要 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次补充侦查或调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不服不起诉的救济

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 7日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

接向法院起诉。

【专题九】刑事一审程序

（一）公诉案件

法院审判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1.审查受理

对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书和案卷、证据后 7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



进行审查的期限计入审理期限。法院对案件审查后，对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

判。

2.庭前准备

（1）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决定开庭审判后，开庭审理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

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2）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召开庭前会议：

①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

②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存在较大争议的；

③社会影响重大的；

④需要召开庭前会议的其他情形。根据案件情况，庭前会议可以通知被告人参加。

（3）召开庭前会议，审判人员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是

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等问题。

（4）庭前会议一般不公开进行。庭前会议中，人民法院可以开展附带民事调解。

（5）庭前会议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会人员核对后签名。

3.法庭审判

（1）开庭

审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的权利

（2）法庭调查

①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通知相关人员（证人、鉴定人、侦查员等）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申请有专门知识

的人出庭，不得超过 2人。有多种类鉴定意见的，可以相应增加人数。

②为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证据，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相关人员出庭。

③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

子女除外。

④证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无法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其不出庭：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

极为不便的；居所远离开庭地点且交通极为不便的；身处国外短期无法回国的；有其他客观原因，确实无法

出庭的。

（3）法庭辩论

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就被告是否

构成犯罪、犯罪性质等问题进行互相辩论。

（4）被告人最后陈述。法庭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5）评议和宣判。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进行评议。

4.延期审理与中止审理

刑事诉讼法

延期

审理

（1）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2）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3）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4）被告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进行查证，建议补充侦查的。

延期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 1 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

中止

审理

（1）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

（2）被告人脱逃的

（3）自诉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的

（4）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



中止原因消失后，恢复审理。中止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5.审理期限

情形 期限 起算

一般 2 个月以内宣判，至迟

不得超过 3 个月

（1）受理

（2）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

的法院收到案件之日

（3）补充侦查的，重新起算

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需要

延长侦查期限的案件，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

可延长 3 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