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起诉--11.2  提起公诉--11.2.2 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在公诉阶段，为了正确确定经侦查机关侦查终结或监察机关调查移送的刑事

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而对侦查机关、监察机关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核实，并作出处理

决定的一项具有诉讼意义的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69  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在侦查

活动与审查活动相分离并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审查起诉在公诉程序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

十分重视这一环节，对审查起诉的内容、方法、时限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审查起诉的基本任务有三点：一是审查侦查活动和调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纠正侦查活动和调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侦查活动和调查活动中的偏差和遗漏问题予以补救；二是通过审

查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合理斟酌影响案件处理的各种因素，作出正确的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

三是掌握案件的全面情况，为支持公诉做好准备。 

审查起诉的案件来源有三：一是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提起公诉的案件；二是由

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部门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案件；三是由监察机关调查结束并

移送提起公诉的案件。 

审查起诉的对象是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审查起诉部门需要对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适

用法律等问题进行全面审查，以确定应否对案件提起公诉并作出相应的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必须查明： 

（1）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2）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3）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 

（4）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5）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审查起诉包括程序性审查和实体性审查。主要审查程序包括： 

1．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办案人员应当全面审阅案卷材料，必要时制作阅卷笔录。应当及时地审查公

安机关或刑事侦查部门移送的案件材料是否齐备，有无《起诉意见书》证据材料和其他法律文书。例如，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和被搜查过，审查有无搜查证、拘留证和逮捕证。 

2．讯问与听取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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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审查起诉的必经程序。 

如果存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

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

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 

人民检察院依照上述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

利。” 

3．审核证据。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

院在审查起诉中，发现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侦查

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在审査中发现侦査人

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的，应当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提出

纠正意见，同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査人员重新调査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

证。 

4．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5．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

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

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

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6．作出决定。根据审查的具体情况，办案人员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制作案件审查报告，提出起

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需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意见，经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

会决定。 

办案人员认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的，可以在审查报告或者量刑建议书中提出量刑的意见，

一并报请决定。 

 

起诉决定 

起诉决定是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作出的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起诉决定在刑事诉讼中

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被检察机关确认为犯罪并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它意味着审查

起诉活动已经结束，检察院决定行使公诉权，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诉讼即进入审判阶段。 

起诉决定与起诉书。检察机关起诉决定的法律体现是起诉书。起诉书是检察院代表国家控诉犯罪嫌疑

人并将其交付审判的标志，也是根据事实，说明追究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的一种结论性的请

求书。对起诉书制作的主要要求可以表述为:“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要

求）。这是为了法院明确审判对象并限制法院的审判范围，也是为了使被告及其辩护人能够有针对性地进

行防御。起诉书通常应包含以下内容: 

1. 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所及原籍等，以确定起诉对象。被告人为法

人时，须记载其单位及代表人或管理人的姓名和住址。被告人已被逮捕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应记明。 

2. 公诉事实。必须具体地记载符合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一切事实以及影响量刑的情节。即写明实施

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和后果等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 

3. 罪名和适用的法律条款 

起诉书的制作因诉讼制度的不同也会产生一些重要的区别。如是否记载指控犯罪事实所依据的证据，

在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国家，为排除法官的预断，起诉书不得记载认定公诉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也不得

引用这些证据的内容。而且，除被告人的前科成为犯罪构成要件以外，原则上不记载前科犯罪历史以防止

对被告不利的先入为主。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56 条规定:“起诉书，不得添附可能使审判官就案

件产生预先判断的文书及其他物件或引用文书的内容。”然而，在实行案卷移送制度的国家，起诉书则应

当记载起诉指控依据的证据，以支持所指控的事实。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200 条就明确规定：

“在起诉书中要写明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起诉书制作未作全面规定，仅在第186条就法院对公诉案件审查的标准提出，

起诉书中应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同时在《刑事诉讼法》第176条中要求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一并

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从这一法律要求看，在提起公诉和案件移送时并未贯彻排除法官预断的

原则，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院执行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的要求，起诉书不仅应当指控犯罪事

实，而且应当列举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