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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 邱成凤

    打击职务犯罪一直是检察工作的重点，职务犯罪侦查又是打击职务犯罪的中心任务。职务犯罪侦查与

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职务犯罪侦查需要更强的主动性。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一直是职侦工作的重点和首要环节，初查效果直接关系到案件能否成立和腐败分子

能否得到应有惩处，同时也是职侦实务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难点问题，从理论到实务上弄清做好职务犯罪

案件线索初查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对推动职侦工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谈点个人

的看法。 

     

    一、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的概念及意义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也叫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

定，对收到的有关职务犯罪案件的控告、检举(举报)线索、自首以及检察机关自己发现的线索，为初步判

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需要立案侦查所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做好初查对于搞好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初查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做好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有利于正确区分案件性质，保障立案质量。检察机关所接受的控告、

检举线索和自首材料，由于受控告、检举人和自首人本身的文化、法律知识和客观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

制，不可能提供更多更具体的情况，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失实的，有的真伪相杂鱼目混珠，不一而足，

因此需要对所接受的材料进行认真筛选、甄别，这就需要初查去办到。初查的重点在做到“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使案件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弄清可查重点、找准切入口，为立案和侦查打下良好的基础。 

    

    2、做好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有利于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不

断深入、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主体多元化特征的日益明显，职务犯罪与经济活动的依存关系将更加密

切、更加广泛和更加隐蔽，职务犯罪呈现出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

点，职务犯罪不仅金额越来越大，犯罪分子职务越来越高，而且作案手段也更加隐蔽和狡诈，反侦查的对

抗性也更强。再加之法律对检察机关赋予的侦查手段有限，使得对职务犯罪嫌疑人侦查和审查的办法和手

段明显不够，这相应地给初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用初查，在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秘密收集可

能构成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而为立案、搜查、拘留、逮捕做好准备，实际上就成为了能否立案、能否突破全

案、能否迫使犯罪分子认罪交待犯罪行为的关键，因此做好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对查明犯罪事实的作用

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且是非做好不可的。 

    

    3、做好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同职务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举报人一

但向检察机关作出举报，就迫切希望其举报的线索真正得到调查，若迟迟不见动静，无疑将影响群众举报

的积极性，最终结果是寒了举报人的心、失信于民。因此，对举报线索应区分轻重缓急，采取多种形式进

行初查，对构成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立案侦查，对经过初查可能不构成犯罪的也要给举报人一个“说法”，

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相信党和政府，才会信赖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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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做好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也有利于保护无罪者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我国刑事

法律与刑事政策的根本任务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通过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初查，对不构成犯罪的不予

立案，对有意诬告陷害者予以追究，对真正的职务犯罪分子予以惩处，既为惩罚犯罪者提供了依据，而且

也给无罪者提供了保护，使无罪者的清白不致受到更大范围的置疑，这既体现了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的精

神，同时也能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的任务 

    

    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初查”，其根本目的是为立案做准备。它的主要任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查管辖范围，弄清是否属于职务犯罪案件。由于检举人、控告人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权限和

管辖范围了解不够，不能判明案件性质，不能确定案件究竟该谁家管辖，难免把不属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

管辖范围的线索提供给检察机关，因而对线索就需要分析和甄别。有的控告、检举往往反映多种犯罪事

实，有属于公安管辖的事实，也有检察机关管辖的事实，需要审查和核实，然后才能确定管辖主体，使线

索得到查证和依法处理。 

    

    2、审查是否有职务犯罪事实存在。控告、检举人的材料经过审查分析之后，还需要进行调查核实。

首先要查明职务犯罪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其次要弄清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3、审查是否属于刑法上应受惩罚的行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的重心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查清

是否有职务犯罪事实；二是这种事实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犯罪事实和金额是否达到高检院规定的立

案标准。所以，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关键在于抓住能否立案这个关键问题，只要具备了立案条件，初查的

任务就可初步完成。 

    

    

    三、初查与侦查的区别 

    

    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与侦查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初查是立案前的审查，是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进行审

查和调查，而侦查则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初查是立案的基础，侦查是初查的继续和深入，两者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初查和侦查的区别体现在： 

     

    1、法律根据不同。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是检察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进行的。而侦

查是立案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篇第二章各条规定的内容开展的。 

    

    2、要求不同。初查只要求围绕立案条件，审查或调查被举报人、被控告人的部分犯罪事实，为立案

提供依据。而侦查的要求是按照法律规定，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全部事实。 

    

    3、任务不同。初查主要的任务是查明被举报人、被控告人有无职务犯罪事实，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职务犯罪的各种证据材料，查明和证实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同时也排除对

无罪的人涉嫌犯罪的怀疑。 

    

    4、方法不同。初查是对掌握的被举报人、被控告人的职务犯罪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和必要的调查

或联合调查，可采取自行调查或委托调查或联合调查的方式进行，以核实其真伪，以查明可否立案。由于

初查并未正式立案，因此要求秘密进行。侦查阶段可公秘结合，对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传讯、拘留，取保

候审、逮捕等强制措施，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扣押、冻结其财物和其孳息等手段。 

    

    5、证据的法律效力不同。初查没有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初查的材料只能为决定是否立案提供依据，

尚不具有刑事效力，所以初查的材料必须在立案以后以法定程序重新加以固定。侦查阶段，侦查人员所搜

集的证据材料，则具有刑事证据的效力，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6、结果不同。初查结束后，根据初查的情况，对举报线索要得出“立案”或“不立案”两种结果。

侦查终结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5条规定对案件处理有三种结果，即提起公诉、不起诉、撤销案

件。 

    

    

    四、初查的步骤和方法 



    

    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总体上把握，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 

    

    1、书面审查。初查的依据大多是控告人、检举人所提供的检举犯罪事实或线索的材料，但这些材料

往往真伪混杂，在审查的方法上，可采取四种分析判断方法：一是根据案件线索来源，分析举报人与被举

报人有无利害关系，判断举报材料的可靠性；二是根据举报线索，分析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家庭状况、

生活情况，判断其是否有职务犯罪的可能性；三是根据举报情况反映的职务犯罪问题所发生的时间、地

点、手段、金额、职务等，判断案件线索的可查性；四是根据举报事实，分析判定其职务犯罪的金额可否

达到立案标准， 是否有法定需要追究的条件，通过分析判断、审查鉴别，减少初查的肓目性。 

    

    2、自行调查。对重大举报线索，检察机关要自行调查。自行调查需要遵循四个原则：一是迅速及时

的原则；二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三是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四是保守机密的原则。自行调查

工作必须周密部署，秘密进行，在内部要注意选配好人员，注意不要让与被举报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参

与初查工作，千万不能暴露调查的目标和调查的措施，以保证自行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3、委托调查。在审查材料后，发现有职务犯罪事实存在的可能或者有犯罪事实存在，但需要补充调

查，而检察机关自行调查确有困难或者不便的，可委托发案单位调查，或者委托检举人补充有关资料；还

可以委托税务、审计等行政执法部门利用审计、财务大检查等方式秘密提取有关证据。 

    

    4、联合调查。联合调查就是由检察机关与发案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抽调相应的人员组成联合调查

组开展调查。联合调查应以发案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为主，检察机关主要是做好业务上的指导，主动与

对方共同分析材料、研究制定调查方案。 

    

    为增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初查的有效性，提高成案率，还应做好初查方案的制定和调查摸底、调查取

证的工作，使其有步骤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一是制定初查方案。初查计划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初查

的任务；(2)需提取的主要证据；(3)确定调查方法和手段。二是调查摸底。在初查方案制定之后应转入调

查摸底工作。开展调查摸底要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要摸清职务犯罪行为发生、发展过程以

及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在调查摸底工作中，不宜触动被举报人。三是调查取证。调查取证就是对摸底了

解到的而且需核实的问题进行查证。在调查取证中，要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抓住本质，收取有力证据。

四是终止初查。在查明被举报人的职务犯罪事实后，对构成犯罪的或者不构成犯罪的，需要提出立案或不

立案的意见。尔后报告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立案或不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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