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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随着社会犯罪日益呈现智能化、专业化、组织化、隐蔽化，一些传统型侦查

措施已难以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打击和控制。而秘密侦查由于具有较高侦查效率

而在司法实践中倍受侦查部门青睐。但是秘密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如使用

不当，极易践踏人权。秘密侦查正当性也因此倍受质疑。如何构建秘密侦查正当

性问题，成了学界争议的焦点。本文从秘密侦查实证考察和法理分析入手，提出

以秘密侦查法治化来构建秘密侦查正当性的观点。 

第一章秘密侦查的概述。基于对研究对象有个准确认识的目的，本章主要对

秘密侦查的概念界定、行为性质特征、功能分类作个简要介绍，为下一章节问题

分析作个铺垫。 

第二章秘密侦查正当性分析。本章主要从实证和法理两方面论述秘密侦查正

当性之冲突，并从其冲突根源——权力与权利冲突的角度，提出通过实现秘密侦

查法治化以全面构建和体现秘密侦查正当性。 

第三章秘密侦查的法治化。本章通过对国外秘密侦查法治化的考察和对国内

秘密侦查现状的考量，分析国内秘密侦查存在种种问题，并借鉴国外秘密侦查立

法模式，对我国秘密侦查提出初步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秘密侦查；法治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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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crime level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such as intelligent professional 

organize concealment some traditional investigate measure already hard as to its carry 

on an effictive stroke and control in time the secret investigation is widly practiced in 

the judicatory by investigate sections because of higher effciency but the secret 

investigation such as double blade sword if using is not appropriate very easlily 

trample human rights just for that ligitimacy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is queried how to 

set up ligitimacy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became the focus dispution in educational 

circles the text approve that ligitimacy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should set up by 

legislation after substantial and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Chapter 1 is about summarization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for the purpose that ha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wing to the object this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 concept 

property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styles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and make a cushion for 

problem analysis in the next chapter 

Chapter 2 is about analysis of ligitimacy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the chapter 

mainly discuse the conflict of ligitimacy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from substantial and 

jurisprudentia both sides and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powers and rights in source 

put forward to set up ligitimacy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by legislation 

Chapter 3 is about legislation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the chapter list some 

problem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in china by analysis of ligitimac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ecret investigation and present some suggestion of legislation for our 

country drawing lessons from foeign legislation mode 

 

 

Keywords: Secret investigation；Legislatio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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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随着社会犯罪日益呈现智能化、专业化、组织化、隐蔽化，一些传统型侦查

措施已难以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预防和打击。而秘密侦查由于其具有节约办案资

源、缩短办案时间、提高侦破效率优势，因此受到侦查部门的青睐，在中外的侦

查实践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秘密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因其具有极强的

隐蔽性，如没有进行有效规制，极易引起侦查权的无限扩张，这势必对公民的合

法权利造成侵害，必然会侵害公民隐私权、诉讼权利，并对国家司法伦理构成巨

大威胁，这不仅与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目标相违背，与现代法治国家基

本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而且成了学界质疑秘密侦查正当性的“矢的”所在。如何

平衡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冲突，全面构建秘密侦查正当性，是学界一直争论

的焦点。目前，西方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或判例形式对秘密侦查措施的运用进行

了立法规范，从立法层面构造秘密侦查正当性。因此，我们也要积极地顺应历史

潮流，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实现我国秘密侦查

的法治化，从而与国际接轨，在法治化基础上全面构建体现秘密侦查之正当性。 

对秘密侦查法治化问题研究，我国虽起步较晚，但成果丰硕。笔者因自身理

论根基所限，很难对此有所超越。但由于本人从事刑侦工作多年，对秘密侦查在

实践中的运用有更多的感性认识，这也是本人对秘密侦查研究更注重于实证考察

的原因所在，希望通过本课题研究对学界注重从法理上探讨秘密侦查法治化问题

能够起到拾遗补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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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秘密侦查的概述 

第一节  秘密侦查的概念 

一、我国学界对秘密侦查概念的界定 

国外学者并不注重对秘密侦查进行完整的概念界定，而是倾向于研究秘密侦

查实施过程中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但我国学者出于“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心

理，在对秘密侦查进行研究，往往会先对秘密侦查进行概念上的界定。由于我国

法律没有对秘密侦查作出明确解释，缺乏统一要素标准，学者们因研究视角不同，

对秘密侦查概念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从“秘密”词语的语境上对秘密侦查进行定义。如任惠华教授在其主

编的《侦查学原理》一书中认为，秘密侦查是指侦查主体隐蔽真实身份，隐蔽侦

查意图而开展的侦查活动。常常发生在对重点嫌疑对象开展侦查的阶段，并根据

秘密侦查行为的表现形态将其分为外线侦查行为、内线侦查行为和技术侦查行为

等。①还有陈光中教授在其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指出：秘密侦

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

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

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②上述学者对秘密侦查的概念阐述只是触及了秘密

侦查的一些特征，着重从字面意思来反映秘密侦查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

侦查都有一定的秘密性，仅从这一角度分析，并不能深刻认识理解秘密侦查的实

质。 

（二）从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理论划分中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强制性实

乃秘密侦查的本质特征。“由于秘密侦查活动处于及其隐蔽的状态，犯罪嫌疑人

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毫无察觉，其权益始终都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和威胁之

中。”③单就从强制性角度出发来界定秘密侦查的概念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实上任

何侦查措施或多或少都存在强制性的特征。 

（三）从秘密侦查行为导致的侵害性结果来界定秘密侦查的概念。有学者认

                                                        
① 艾明.秘密侦查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10.  
②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08-109.  
③ 邓立军.秘密侦查法制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四川.四川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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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秘密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对象依法进行的以揭露和证实犯

罪为目的，具有一定侵害性的必要的侦查活动。①一般而言，任何侦查活动都会

对有关公民的权益造成侵害，只是侵害程度的大小之别。如果没有针对具体被侦

查对象所处的情况加以分析判断的话，单纯以侵害性结果加以界定，则扩大了秘

密侦查措施概念的外延，使用任何侦查活动均有“秘密”的嫌疑。 

（四）将秘密侦查作为公开侦查的对立面进行表述。如“秘密侦查即指侦察，

相对于公开侦查而言，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

法律，经严格批准手续，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犯罪人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

（即技术侦察）和非技术侦查手段。”②再如,“秘密侦查是相对于公开侦查而言

的，它是指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监听、监视、跟踪、卧底、特情、秘密

影像、秘密搜捕等侦查措施对其进行的侦查活动。”③这种观点以当事人是否知情

作为标尺衡量秘密侦查措施，并不能有效地界定公开侦查和秘密侦查的区别，至

少从形式上而言，隶属于公开侦查措施的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也完全可以做到不

为当事人所知情，照此逻辑推演，则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也应归属于秘密侦查措

施。可见，将秘密侦查仅界定为“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的侦查活动是不

合理的。 

（五）将秘密侦查等同于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是指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侦

查主体采取伪装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运用一些科学技术手段，在侦

查对象不察觉的情况下，为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缉捕犯罪嫌疑人而采

取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活动。由于秘密侦查往往要使用一些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

故又称为“技术侦查。”④本观点将秘密侦查措施等同于技术侦查措施，这是一种

以偏概全的观点。1995 年《人民警察法》第 16 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

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可见，秘密侦查中可以使用高科技技术。但这只是基本的工作方法，而并不能此

概括秘密侦查的全部特性。 

（六）以秘密侦查的某些特性来概括秘密侦查。“秘密侦查，是为了对付危

害大且侦破难度高的某些特殊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侦查机关针对特定案

                                                        
① 马静华.秘密侦查论略[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5):15. 
② 刘向红.对秘密侦查法治化的思考[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6):61. 
③ 毛淑玲.论秘密侦查的存在基础[J].辽宁警专学报,2006, (2):13. 
④ 张雯,刘汝宽.对秘密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J].贵州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6,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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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侦查对象，暗中搜集犯罪的证据和情报，以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种具有隐蔽

性和强制性的侦查措施。”①本观点以“秘密性”、 “特殊性”、“隐蔽性”和“强

制性”作为秘密侦查的特征，也存在限缩秘密侦查外延之嫌。 

二、秘密侦查概念界定应把握的要素 

综合以上对学者观点的评析，笔者认为对秘密侦查行为概念的界定，应从以

下要素进行全面把握： 

（一）主体要素。秘密侦查是一种职权活动，其申请和实施的主体只能是国

家专门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有权申请启动秘密侦查

的国家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军队保卫部门、监狱、

海关缉私等。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秘密力量（如特情耳目、治安信息员、

网络舆情引导员②）参与秘密侦查活动的现象。但从本质上看，他们并不是秘密

侦查主体，只是在侦查人员指挥下进行秘密侦查的协助人员。其行为效果仍应归

属于侦查人员。 

（二）客体要素。客体即秘密侦查行为所作用的对象，或者说是秘密侦查的

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有些学者从现代秘密侦查出现背景出发，认为秘密侦查秘

密侦查适用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犯罪手段技术化程度高、隐蔽性强的犯罪。

“新的犯罪方式日益向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发展，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

重困难，严重影响到了侦查效果，同时也就‘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 合适的法

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

也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向发展。”③但在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已突破了这

一历史的延续。一个显例就是，秘密侦查在公安机关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的实务

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④所以，笔者同意“秘密侦查适用对象的确定应当综合考

虑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性质、涉嫌的罪名、危害程度及案件的紧急程度等。具体表

现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有组织犯罪案件以及案情特别紧急的案件可以运

用秘密侦查”的观点。⑤鉴于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状况，我认为秘密侦查措施应适

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涉及枪

                                                        
① 唐磊,赵爱华.论刑事司法中的秘密侦查措施[J].社会科学研究,2001,(l):69. 
② M 市 S 县于 2009 年创立，2010 年作为全省政法系统三支队伍建设的典型在全省推广. 
③ 万毅.西方国家的技术侦查措施[J].上海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4):40. 
④ 2010 年 M 市公安局出台《M 市公安机关健全完善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工作机制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
组建情报信息研判专业队，把传统侦查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 大限度深挖、惩治犯罪. 
⑤ 王怡婷.试析秘密侦查的概念[J].法制与经济,2009, (l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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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犯罪、走私犯罪、故意杀人和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抢劫和敲诈

勒索等严重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行贿受贿犯罪和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以上

的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等。 

（三）功能要素。秘密侦查属于侦查行为，应当具备侦查的内在属性或功能。

目前学界虽对侦查的定义尚不统一。如我国学者徐静村教授给侦查下的定义是：

“侦查，是侦查机关为提起和支持公诉而进行的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活动。”

①而有的学者认为侦查是：“国家专门机关对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采取专门措施和

方法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真相，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活动”。②从以上学者观点可以

看出，无论如何对侦查进行定义，侦查的功能仍然是达到大体的一致，即是为发

现、控制、揭露、证实犯罪。这也是我国学者大都认同“侦查是警察机关和检查

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为了收集证据、揭露犯罪，揭发犯罪人而依照法律规定

所实施的调查性措施和强制性措施”观点的原因所在。把握秘密侦查这一功能要

素，可以从观念上有效抑制秘密侦查触角的无限延伸。 

（四）主观要素。秘密侦查强调的是秘密侦查主体从案件侦查开始到结束的

过程中，必须将侦查意图和行为方式隐蔽化，被侦查对象处于一种自然行为状态，

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尚未遭到破坏。正是基于这一隐秘性特征要求，秘密侦查

主体往往会在实施侦查时，积极地采取保密措施，强调对被侦查对象和公众严格

保密。当然，“在侦查实践中，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例如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能

力较强，实施秘密侦查的计划不周详，实施人员素质不高等因素，有可能使秘密

侦查在事实上形成对当事人公开的情势。”。③但这并不影响秘密侦查主体在主观

上要求保密的初衷。 

综上所述，关于秘密侦查措施的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它是指由国家专门

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实施的为了揭露、证实犯罪，查明案件真相，查获犯罪嫌

疑人，而采取的隐蔽性的、不为相对人或一般公众所察觉的侦查行为以及相关的

辅助行为。 

                                                        
① 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2.  
② 刘梅香.刑事侦查程序理论与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5.  
③ 艾明.秘密侦查概念辨析[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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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秘密侦查的性质和特征 

一、秘密侦查的行为性质 

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秘密侦查加以规定，以致国内学界多是仅

从侦查措施或手段的角度来认识秘密侦查，把秘密侦查与其他侦查措施同视为是

实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两大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仅仅从措施或手段角度

来认识秘密侦查行为，势必造成秘密侦查过于“神秘化”，进而导致秘密侦查措

施的被滥用，人权被随意践踏，这与当前法治理念和诉讼目的格格不入。所以，

笔者认为不应只从目的层面，对秘密侦查的行为性质进行界定，而应将秘密侦查

纳入刑事诉讼系统体系中，将其界定为一种侦查行为、诉讼行为，才可能更好从

规范层面①对其进行法律控制，而不致于在司法实践中以“隐形法律”的形式进

行调控。②从诉讼法理而言，将秘密侦查的法律性质定位为诉讼行为、侦查行为，

其具有现实和法理基础： 

（一）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侦查程序己成为现代刑事

诉讼审前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在设置与改革侦查程序时，都注重构筑侦查

程序的诉讼形态，即将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看做一种广义上的诉讼行为，而非侦

查机关单方面进行的行政性治罪活动。这说明，现代法治国家对侦查程序中的各

种侦查手段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去认识，更是从刑事程序法律的规范层面去认

识。 

（二）随着现代刑事诉讼行为理论的发展，广义上的刑事诉讼行为观认为，

刑事诉讼行为不仅包括法院、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还包括诉前的

侦查行为和审判后的执行行为。侦查行为被纳入刑事诉讼行为的范畴。③ 

综上所述，秘密侦查行为属于侦查行为的范畴，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刑事诉讼

行为，对其应建立起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方面的法律规制，这也是笔者研究秘密

侦查法治化的法理基础。 

二、秘密侦查的特征 

对于秘密侦查的特征，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学界认识也不一。如有的提出

                                                        
① 韩君.关于秘密侦查性质的几点思考[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8,(4):54  
② 艾明.秘密侦查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18.  
③ 刘雁君.秘密侦查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山东:山东大学,2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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