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王健 美编：刘冰霖 组版：韩舟

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逮捕嫌疑人，24小时内通知家属

全国人大常委会26日
首次审议的出境入境管理
法草案提出将采集指纹等
人体生物识别技术引入出
境入境管理。

这一法律草案规定，公
安部、外交部根据出境入境
管理的需要，可以对留存出
境入境人员的指纹等人体
生物识别信息作出规定。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
在作这部法律草案说明时
表示，采集、存储出境入境
人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
在进行出境入境边防检查
时进行比对，可以有效甄别
出境入境人员身份，有助于
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对加强
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国家安
全具有积极意义。

据新华社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6日在
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审议了职业病防治法
修正案草案。

目前，我国职业病医疗
康复机构建设相对滞后，有
常委委员提出要给予鼓励
和支持。《职业病防治法修
正案草案》拟规定：国家鼓
励和支持职业病医疗康复
机构的建设。

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
需要了解工作职业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情况时，可以
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调查，
也可以向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提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
组织现场调查。用人单位不
得拒绝、阻挠。

为了进一步发挥工会
组织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
的作用，《职业病防治法修
正案草案》拟规定：用人单
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职业
病防治的规章制度，应当听
取工会组织的意见。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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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碍侦查消失后

通知被逮人家属

二次审议稿规定，逮捕后，
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
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
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
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
逮捕人的家属。

关于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
家属的例外规定，二审稿还在一
审稿的基础上作出修改，规定：
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
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
人的家属。在逮捕后，除无法通
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

避免变相

“上诉加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邹萍
指出，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
民法院发回重申，由下级人民法
院在重审过程中加刑，规避“上
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

草案二审稿中增加规定：第
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
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
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
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
罚。

鉴定人

可“请求保护”

草案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
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
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
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
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
采取保护措施。

根据草案规定，这些保护措
施包括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
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
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
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
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
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
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草案
同时赋予了证人、鉴定人、被害
人“请求保护”的权利。

债券股票

可被冻结

草案拟将犯罪嫌疑人的债
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列入
可被查询、冻结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查询、冻
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的程
序作了规定。根据有的部门和社
会公众的意见，考虑到犯罪嫌疑
人财产形态的实际变化，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方面研
究，建议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
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
等财产，并相应规定：有关单位
和个人应当配合。

外国人犯罪一审

不再由中院管辖

修正案草案在首次提请审
议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普
通刑事案件和外国人犯罪的刑
事案件，第一审均由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
有关方面研究，建议将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一审刑事案件范
围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恐怖
活动案件；可能判处死刑、无期
徒刑的案件。这意味着，外国人
犯罪的刑事案件一审拟将不再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律师犯罪

拟异地受审

草案规定：“辩护人或者
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
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
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
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

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
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
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
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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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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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碍侦查”

不再有碍通知家属

一审草案规定可不通知家属
的两种情形是，“无法通知”和“涉
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
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
查”。有的部门提出，有碍侦查不通
知家属的规定容易被滥用，成为侦
查机关不通知家属的借口。

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

博士生导师樊崇义认为，公民被
逮捕后家属得不到消息，这是很
多人对侦查机关不满意的地方。

现行的刑诉法规定有漏洞：
“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
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
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
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

所在单位。”什么是有碍侦查？往往
是侦查机关自己解释。

规定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必
须通知家属。这样就保障了犯罪嫌
疑人的权益，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体现。“无法通知”一般只指犯罪
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正确清
楚的电话或者地址。据《法制晚报》

律师执业权益

受保障

草案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
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
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
博士生导师樊崇义认为，这样做
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避免执业报

复。有的律师在辩护时会指出侦
查机关对当事人实施了刑讯逼
供，那么侦查机关为了报复律
师，就可能找个伪证罪的理由把
律师抓起来。草案如此规定可以
很好地保障律师的执业权益。二

是符合回避原则。如果由原来的
侦查机关来承办律师伪证罪案
件，律师难免不服气，也不符合
我国法律基本的回避原则。改由
另外的侦查机关来承办，就可以
更公平公正。 据《法制晚报》

“唯一扶养人”

可监视居住

草案拟扩大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方面研
究，建议对相关条文作以下修
改：一是，增加规定：对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
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
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的，可以取保候审。二是，增加
规定：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系生活不能自
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可以
监视居住。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草案经过常委会初次审议后，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通过座谈、调研等方式听取了各方面意见。

提交本次常委会会议的二次审议稿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

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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