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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案件预审的误区和对策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 杨卫东

    职务犯罪案件的预审工作，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

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采取强制措施后，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核对犯罪事实和收集证据，查明案

件全部事实真象，根据犯罪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正确结论的一项专门工作。是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法实践中，预审工作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特别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预审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一是拘传、传唤不得超过12小时；二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给预

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况且职务犯罪案件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职位，具有较高

的文化知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同时有的具有反侦查意识和抗审能力。加之这类案件还有关系

网密、保护层厚的特点，使得我们的预审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职务犯罪案件预审工作中存在的误区 

    （一）组织指挥不力，造成预审工作被动或失败。目前，虽然上级检察机关成立了大、要案指挥

中心，但作为基层院而言，仍有许多案件不可能借用上级院的力量，在这些案件的预审中，仍然要有一个

好的指挥员来统一指挥，协调各部的工作，但事实上，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空白，存在着对预审的

组织指挥工作重视不够的倾向，不少案件的失败与预审工作指挥不力有直接的关系。 

    （二）预审前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打不开预审局面。整个预审工作要有严密的逻辑性，实际工作

中可能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要求我们的预审工作人员在预审前，一定要有周密的安排和较为全面

的预测，不打无准备之战，争取从不同的角度打开预审工作的局面，撕开犯罪嫌疑人的防线。 

    （三）审查中配合不力，形不成合力，易于暴露底牌，使预审工作陷入僵局。预审人员之间的

相互配合，如果不能形成合力，相互之间的内部矛盾，极易把我们的预审意图暴露给犯罪嫌疑人，造成新

的误解和顾虑，使预审工作陷入僵局。 

    （四）方法简单，缺乏谋略，不能扩大战果。新刑法施行已六年了，但我们有的预审人员仍然不

爱学习，在预审中，方法简单，仍是过去的"三板斧"式，缺少计谋，常使许多案件浅尝辄止，就事论事，

不能扩大战果。 

    二、加强职务犯罪案件预审工作的对策 

    （一）预审工作的组织指挥。在以往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对预审的组织指挥工作重视不够的倾

向，不少案件的失败与预审工作指挥无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必须加强指挥员对预审工作的领导和

指挥。 

    第一，预审指挥员要周密安排，并根据案情发展果断决策。一方面要增加立案前调查工作的隐蔽性，

出其不意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传 和传唤，提高对案件快速突破的能力；另一方面即使拘传、传唤犯罪

嫌疑人在12小时内未突破，也应果断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应相信通过预审获取真实口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指挥员要全面掌握案件进程，指挥预审人员及时调整策略，达到预审目的。第三，案件指挥员要树

立预审工作的坚定信心，要具备坚强的意志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只要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是客观真实

的，只要他还存在未被掌握的犯罪问题，我们有法律手段做武器，处于完全的主动地位，而犯罪嫌疑人处

于被动地位，他虽有铁石心肠，但也有七情六欲和心理弱点，只要我们策略得当，持续审讯，战胜犯罪嫌

检索



  疑人是必然的。如在办理某县交通局长受贿和玩忽职守一案中，虽然犯罪嫌疑人曾任过县纪委副书记，也

曾和检察机关一起办过经济案件，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但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指挥人员始终树立了一个

坚定的信念，不相信犯罪嫌疑人对塌桥事件的承担责任，不相信他在任交通局长期间没有经济问题，正是

由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才使犯罪嫌疑人受贿70余万元的特大案件得以成功侦破。第四，指挥员要统观全案，

把握大局，不断调整部署，使外围调查与预审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有效的突破案件。如在办理某县交通

局长涉嫌受贿和玩忽职守一案中，在侦查玩忽职守罪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遇到了较大的阻力，指挥员

迅速调整部署，安排外围以经济方面为突破口，在传讯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他认为只是玩忽职守的问题，

主动提出，但预审人员避而不谈其玩忽职守方面的问题，最后以经济问题打开了他的防线，又迅速安排人

手，内外覆夹击，形成合力，成功突破其特大受贿的犯罪事实，在彻底摧毁其防线的情况下，又反过来突

审其玩忽职守的重大犯罪，结果两个战场均获重大成功。第五，指挥员要科学安排，合理分工，保持预审

的连续性、一贯性。预审人员要相对稳定，策略要系统一致，不能乱捅，否则策略前后矛盾，侦查预审意

图暴露给犯罪嫌疑人造成新的误解和顾虑，使预审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司法实践中，在要案的侦查要设立

专门的预审组，一般案件的预审人员也应相对固定。 

    （二）提高预审人员的职业素养。作为一名预审人员，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面对来自各方的压

力，面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腐蚀和利诱、面对不同身份、经历、素质的嫌疑人和他们瞬息万变的心理

活动，没有谙熟的专业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机智的反映能力、坚强的性格，是绝对不能胜任预审工作

的。作为一名预审人员，应具备如下素养： 

    第一，在政治上，要有正确的方向和坚定的立场，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有坚持真

理，刚直不阿的品质。这是作为一名预审人员必备的素质。没有这一点，再强业务能力的预审人员也只是

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第二，在业务方面，要精通有关法律政策，要精通预审专业知识，掌握进行预审的

各种技能。为了具备预审专业知识和预审本领，预审人员必须努力学习和研究犯罪对策学，普通心理学和

犯罪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行为科学等，并善于把这些知识综合运用到预

审中去。第三，在心理方面，要有坚定的自信心，顽强的自制力，要策略得当，调控适度，随机应变，当

机立断。预审工作是预审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进行的一种复杂的心理交锋，预审人员的心理将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响。一是预审对象的特殊性；二是预审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多变性；三是工作条件的局限性。这些

都会给预审人员带来压力，所以预审人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预审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要善于

自我调控。第四，在言行修养方面，要做到严肃认真，沉着老练，公正客观，仪表庄重。在审讯中，嫌疑

人一般有畏罪、侥幸心理，警觉性和敏感性较强。因此预审人员的言行举止都会引导起嫌疑人一定的心理

反应，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有时，预审人员良好的言行修养，能创造出良好的预审范围，收到较好的

审讯效果。对每个需要追究查问的问题和情节，都必须认真对待。严肃认真，并不表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耍

威风，动辄训斥和纠缠与案件无关的情节问题上。同时要头脑冷静、沉着机智，不能在嫌疑人面前乱许

愿、说大话、空话、过头话。要尊重嫌疑人的人格，摆事实，讲道理，态度公正，以理服人，不能粗暴蛮

横，不近人情，故意刁难嫌疑人。 

    三、运用预审策略，突破案件 

    制订预审策略，主要是利用自然人本身不可抗拒的心理弱点，采取策略手段，打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静态，不断掀起他心理上的层层波澜，使其跌宕起伏，推动其内心矛盾运动，逐步向有利于交代问题方面

倾斜转化，抓住契机，一举突破其整个心理防线。在实践中，预审策略可以概括为"压、软、计、消"四个

字。 

    "压"，就是运用各种策略手段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使其感到兵临城下，四面楚歌，孤

立无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交代问题就没有出路，进而推挎其整个心理防线。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运用法律和证据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压力。二是扫外围敲山震虎，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压

力。有的嫌疑人动辄装病，使审讯工作无法进行，对真病的人我们要采取迂回策略，间接施压。对装病的

人，予以带其检查，直接就可以达到效果。三是利用环境、气氛、气势等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压力。预

审环境的部署可以增添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如暖色的灯光可使人心情烦躁、夜晚审讯万物俱静，时间

连续，会增加犯罪嫌疑人的恐怖感，在审讯时，不要让其坐有靠背扶手的凳子，人心慌时会手忙脚乱，手

如果扶上扶手，心情马上会平静些，手忙时如无物可扶，两只手象多余的一样，又增强了内心恐慌。四是

在审讯时制造一种强大的势能，作用于预审的始终，形成一种"威严"的气氛，这就要求审讯人员要有良好

的气质，语言铿锵有力，节奏要快，形成一种火力，对其心理防线形成摧毁之势，有时审讯开始，也可给

嫌疑人一个下马威。在这里，审讯人员一定要相互配合，千万不出现一边升压，一边降压的情况，否则将

是前功尽弃，事倍功半。 

    "软"，是指嫌疑人心理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给其物质和心理上满足，送梯下楼，促其就范。嫌疑人

心理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心理防线会出现一定的松动，此时他会提出一些条件，如要喝水、抽烟、看

病、见亲人、见领导等条件，开始讨价还价，要求从宽处理，此时预审人员要因势利导，合理要求适当满

足，但又不显得急切，无理要求不能简单拒绝，也不能盲目答应，要婉转地处理，给他台阶下，给犯罪嫌

疑人某种同情和理解，使其产生一种信任感，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同时对其过去的历史可给予某种程

度的肯定，说到他心里去，给他一块软软的遮羞布，使其面子上过得去，满足一下虚荣心，产生信任感，

使其如实供述。如审讯一交通局长案件中，对他在交通上作出的乡乡通公路工作，名列全市前茅给予了肯

定，他马上口若悬河的讲起过去的工程来，在此时，适当予以点拨，他就供了自己在工程中收受贿赂的情



况。此外，在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用亲情关系进行攻心，用软绳套猛虎，也能摧垮其整个防线。有些嫌

疑人不在乎自己会怎么样，但对家人等相当关心，亲情观念较浓，对这些人就可以采用本种方法。 

    "错"，是利用谋略，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一定的心理错觉，使其产生错误的分析，错误的判断，促使其

如实交待问题。要形成一种错觉，要自然合情合理，只有一个信息不行，要多信息量，多信息渠道，传达

同一种信息，而且从不同角度反复强化，才能使嫌疑人确信不疑。具体做法有：一是围而不攻，点而不

破，给其造成已掌握大量证据，交待不交待都能定案的错觉，促其交待问题。在蒲树培案件的审理中，曾

有两天时间围而不攻，只点几个方面的经济问题，不具体细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二是对与犯罪嫌疑人

有关的人员进行分化瓦解，给嫌疑人造成其他人都已供述的错觉，促使其如实供述。三是在压力达到一定

程度时，再造错觉，起到催化作用。 

    "消"，是帮助犯罪嫌疑人克服客观心理障碍，打消心理顾虑，使其水到渠成地交待问题。此时嫌疑人

的心理反应一般是有苦难言，欲言又止，两眼发出一种委屈、恐惧之光。这种情况，一是有不敢说的原

因，怕别人打击报复自己，二是有畏罪心理，怕交待了受到重处，三是确实有回忆不清的情况，怕说是认

罪态度不好，我们在审讯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消除其后顾之忧，达到其彻底交代自己问题。 

    在审讯过程中，审讯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充分准备，然后采

取"压、软、错、消"的审讯策略向嫌疑人施加心理影响，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实践

时，我们还要注意各种手段的使用时机，不能静止地使用，要以发展的观点来使用，使其充分发挥整体效

应，使预审工作成功。以上观点，只是一孔之见，真正的审讯技巧不在于掌握了某种或若干策略手段，而

在于准确及时地实施能发挥整体威力的策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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