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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 

检察日报 王新友 

 

  

   如何解决刑事案件侦查中“该立不立”或“不该立乱立”的弊病？对此，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检

察院检察长王尚宇拟提交大会的议案建议，在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规定，赋予检察机关机动

侦查权，以强化刑事立案监督效果。 

王尚宇认为，《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立案实行监督的法律根据，

目的是保证有罪必究，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检察机关通知公安

机关立案而公安机关拒绝立案或立而不查的实际问题。 

王尚宇认为，应该在《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一款：“对于通知公安机关立案而

公安机关拒绝立案或者立而不查的，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通

过这一条款，可以增强立案监督的实际效果，保证公正执法。” 

“作为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很多年来，由于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缺乏

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措施，造成监督存在空当、效果过于软弱等问题，起不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王尚宇

介绍说，宪法确立的监督地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变成相互制约了，“制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监

督，但是它和宪法地位上的监督定位是有很大不同的，宪法确立的原则是：公安、法院是被监督者。” 

“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是否合法的监督权，但没有规定侦查、审判、刑

罚等机关应当接受监督的义务以及拒绝接受监督的法律责任，影响了法律监督的严格实施。因此，建议在

《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规定其接受监督

和提出异议的具体程序，使检察监督落到实处。”王尚宇建议，“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

制，明确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交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调查权；完善人民检察院对使用强制措施和

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程序；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调阅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的审判案卷；

完善检察机关介入和监督死刑复核活动的法律程序；规定减刑、假释的建议必须经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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