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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侦查实践中，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对已经立案并实施侦查的刑事案件，其侦破工作未必都一帆风顺，
侦查结果也并非都能如愿以偿地达到预期目的。
面对情形各异、复杂多样的待侦案件，侦查部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后，必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
果：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取证后，案件侦查工作进展顺利，及时地收集到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
并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案件宣告成功侦破。
二是案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后，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或嫌疑对象不突出，或者即使有了明确的重点
嫌疑对象，但由于找不到确凿的犯罪证据，使得案件侦破工作陷入进退维谷的疑难境地，案件迟迟不
能侦破。
通常，我们将前者称为顺利侦破的刑事案件，后者在侦查实践中则将其称为疑难刑事案件。
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对于那些经过一段时间侦查后，仍不能顺利侦破的疑难刑事案件，视案
件的严重程度或者其他因素的考虑，通常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处置：一是中止侦查，将案件暂
时“挂起来”，等待时机来临时再行侦破。
对于一般性的刑事案件或者那些经过数月甚至一年以上艰难侦查，仍不见起色的重大案件，侦查部门
通常都采取这种方法予以处置。
另一种是继续侦破，案件不破，专案组不撤销。
对于一些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基本上都是按这种方式进行处置的，尤其是“命”
案，更是如此。
对于这些久侦不破的疑难刑事案件，不论是“挂案待侦”也好、还是“不破不休”也好，对公安机关
而言，如何查找疑难症结，获取关键证据，突破全案，则是其整个侦查活动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当然，对于为数众多的疑难刑事案件，要想将其完全侦破也是不现实的，但只要侦查思维对路、手段
方法得当，相当部分疑难刑事案件还是完全可以侦破的。
    从侦查的实际情况看，对于久侦不破的疑难刑事案件，除了在侦查组织形式上要敢于坚持打“持久
战”外，总结设计出一套有针对性的、科学有效的办案程序和方法，也是少走弯路、提高侦破效率的
有效保证。
为此，我们不但要善于总结侦查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更应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包括侦查体制
、侦查方法手段和侦查思维模式等，只有这样才可能突破瓶颈，有效地推进疑难案件的侦破工作。
通过对疑难刑事案件的侦查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将其成功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对之进行系统研究
，不但可以从侦查程序上理清查找疑难症结、突破案件瓶颈的步骤和方法，而且还可以从侦查手段方
法的有效运用、侦查体制的改进、侦查思维的拓展等方面，为有效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方法论的
指导。
    根据上述思维，本书分别从疑难刑事案件的概念、特点及其表现形式出发，对疑难刑事案件作一综
合介绍，随后对形成疑难刑事案件的诸多原因进行深入挖掘，进而提出侦破疑难刑事案件的宏观对策
和微观侦查步骤与方法。
最后，针对公安侦查部门需要花大力全力侦破的杀人、盗窃、抢劫、爆炸、绑架等大要疑难刑事案件
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案件特点和陷入疑难的原因，探讨其案情复析的具体步骤，挖掘疑难症结的方
法和所应采取的侦查措施等。
本书的具体编排内容如下：    第一章疑难刑事案件概述。
介绍了疑难刑事案件的概念、特点和分类以及疑难刑事案件的表现形式。
指出所谓疑难刑事案件，就是指那些因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侦查机关难以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无法
准确选定侦查途径，或者重点嫌疑对象不突出，已有线索中断又未发现新线索以及难以查证嫌疑人犯
罪事实的刑事案件。
在特点上，与侦查机关顺利侦破的刑事案件相比，疑难症结形成原因复杂、侦查陷入僵局、案件久侦
不破、侦查难以推进等，这是疑难案件的基本特点。
在侦查中，疑难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即重点嫌疑对象不突出的案件、对重点嫌疑对象
无法查证的案件、犯罪嫌疑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案件和公诉机关要求补充侦查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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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共五种。
    第二章疑难刑事案件的形成原因。
主要介绍了理论上有关疑难刑事案件形成原因的争论，现存的三种观点，即四原因论、主客观因素论
和侦查因素论，并重点对形成疑难案件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作了深入探讨。
指出在客观上导致疑难案件形成的致错因素，主要有案件信息材料缺乏和异常信息材料干扰两方面的
因素。
前者包括：现场勘查中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线索；现场访问中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人证资料。
后者如包括：现场勘查中发现的信息材料具有矛盾性；现场凌乱；难以筛选出与案件有关的痕迹；偶
然因素的介入；犯罪分子采取反侦查措施，割断或掩盖了案件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与此相反，侦查主体自身的认识活动或者侦查工作的失误等，则是形成疑难案件的主观因素，具体包
括现场勘查和现场访问工作马虎，侦查工作失误，审讯方法不当等。
另外，根据侦查的不同阶段，分析了各阶段可能存在着的导致疑难案件形成的致错因素，并对这些可
能的致错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
     第三章侦破疑难刑事案件的宏观对策。
指出疑难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不单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分子比智斗勇的过程，对公安机关而言，如何
预防或减少疑难案件的发生，尤其是对那些已陷入久侦不破疑难境地的刑事案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
予以侦破，本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为此，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侦破疑难刑事案件的宏观对策体系，从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敬业精神
，从侦查各构成要素的整体上来综合思考，建立有利于推动疑难案件侦破进程的侦查工作机制。
为预防和减少疑难案件的发生，提高疑难案件的侦破效率，首先，应当建立能有效推进疑难案件侦破
的组织工作机制，如设立专门的疑难案件侦破组织，建立诸如未破案件定期会诊制、疑难案件长期经
营制、疑案审查制等侦破疑难案件的长效运行机制。
其次，还应当加强侦查队伍的素质建设，如对侦查人员进行不定期的业务培训，请知名侦破专家作经
典案例介绍或专题讲解等。
再次，还应加强侦查手段和基础业务建设，拓宽侦查渠道，为减少疑难案件的形成或者推进在侦疑难
案件的侦破进程创造条件。
     第四章侦破疑难刑事案件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介绍了诊断疑难刑事案件的一般程序和应采取的侦查措施。
面对久侦不破的疑难刑事案件，对专案组成员而言，几乎是能采用的侦查措施都用尽了，能想到的侦
查途径都想过了，能查的线索材料也都反复查过了，但就是不能破案。
因此，对这类案件的侦查，最关键的是要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复析，在充分了解、全面吃透案情的情
况下，找出疑难症结所在，方可对症下药地采取侦查措施，以期突破全案。
要攻克这类硬骨头案件，取得侦查工作的突破性进展，首先，要做好案件的复析和对策研讨工作。
复析案情的程序和方法主要包括：(1)汇总案件材料，组织专家会诊。
(2)剖析案件材料，查找侦查停滞症结所在。
需要分析研究的内容包括现场勘查方法是否适当？
勘验过程是否全面、细致、客观？
摸底排查中嫌疑人的否定依据是否充分？
等等。
(3)对存在的问题开展必要的检验、比较工作，以发现或确定前期侦查工作的不足。
这些工作主要包括复勘现场，侦查实验，重新查证、核实重点线索，重新检验、鉴定。
(4)综合分析。
参与案情会诊的侦破专家及其他相关人员，在对案件材料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应就会诊工作进行
总结，提出指导性的案情分析意见，以推动侦破工作进程。
其次，要根据会诊结果，对侦查工作进行重新决策、调整侦查部署。
其工作主要包括：对案情重新进行判断的结论与有关要点；侦查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步骤与要求；侦查
力量的调整、组织与分工；应采取的侦查措施和方法；相应的技术导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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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新确定重点方向、开展侦查。
针对原来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要根据会诊结果，调整侦查计划，重新确定侦查重点或方向
。
因案件情况不同，需要重新采取的侦查措施主要有：继续进行摸底排队，深入开展调查访问；对被害
人的人际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发现隐藏较深的重大嫌疑对象；根据现场痕迹和遗留物品开展侦查；
控制赃物；利用新渠道和新手段开展侦查；正确认识矛盾，努力识别偶然因素等非规律现象，推进侦
查工作；抓住战机，多方收集证据，甄别嫌疑人。
     第五、六、七、八、九、十章。
根据疑难杀人、盗窃、抢劫、爆炸、绑架等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论述了这些案件的概念、特点和侦
查措施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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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案件的侦查  第一节  疑难绑架案件概述    一  疑难绑架案件的概念    二  疑难绑架案件的分类    三  疑
难绑架案件的特点  第二节  疑难绑架案件的案情复析与分析    一  汇集案件材料、组织专家会诊    二  剖
析案件材料、查找侦查停滞症结    三  综合分析、确定疑难症结点  第三节  疑难绑架案件的侦查措施    
一  重新决策、调整侦查部署    二  重新确定侦查重点、开展侦查    三  拓展新思路、采取新手段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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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疑难刑事案件的侦查  第一节  疑难强奸案件的侦查    一  疑难强奸案件的特点    二  疑难强奸案件的
案情复析    三  疑难强奸案件的侦查措施  第二节  疑难投毒案件的侦查    一  疑难投毒案件概述    二  疑
难投毒案件的案情复析    三  疑难投毒案件的侦查措施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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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疑难刑事案件侦查》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利用现代侦查学的原理
和方法，结合侦查理论界的现有研究成果和侦查实践部门的破案经验，对疑难刑事案件的概念、特点
、种类和表现形式，疑难刑事案件的形成原因，侦破疑难刑事案件的宏观对策和侦破这类案件的一般
步骤、方法等作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对疑难杀人案件、疑难盗窃案件、疑难抢劫案件、疑难爆
炸案件和疑难绑架案件等案件的概念与特点，案情复析与分析的步骤和方法，应采取的侦查措施等作
了深入探讨。
全书在内容结构上，采取了系统论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编写模式，兼顾法理、学理与实践操作的需
要，以期达到丰富侦查理论和指导侦查实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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