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篇

警方新闻A11 2023年3月20日 星期一 责编/蔡佳伍 美编/刘福财

XIAMEN DAILY

文/本报记者 柯恺筠 图/厦公宣
2019年，在厦门市委政法委的统筹协调下，厦门

市公安局、厦门市财政局联合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创
新打造了“线上线下结合、政府企业配合、部门联通共
用”的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机制。多项创新举措
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目前，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入库保管
刑事、行政涉案物品共计108万余件，有 155家执法单
位纳入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机制进行管理，公检法通
过平台进行处置权移送的案件12400余起，通过物证
一站式鉴定委托送检案件5000余起，节约执法人员工
作时间10万余小时，节约财政资金1000余万元。

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破解“四难”问题

“扣押难、保管难、移交难、处置难”是长期困扰
公、检、法、财等部门涉案财物管理的四大难题。

2019年，围绕解决“四大难题”，坚持改革创新，
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新机制应运而生，实现全流
程监管、专业化服务、规范化管理、集约化处置，有效
破解了涉案财物管理难题。

2022年，厦门市公安局又进一步畅通管理通道，
联合多部门制发《厦门市提升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质
效实施方案》，部署开展全市公安机关涉案财物专项
清理处置工作，着力解决在涉案财物发还、收缴、追
缴、处置等环节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推动提升我
市涉案财物管理质效。

探索先行处置 实现涉案财物保值

部分案件办理时间长，涉案财物在此期间滞留，
可能产生贬损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例如，长期放置无
人使用的汽车，贬损速度极快。

厦门市委政法委、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
人民检察院、厦门市公安局、厦门市财政局以刑事涉
案扣押车辆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在依法合规的基础
上积极推动刑事涉案财物先行处置机制落地，联合出
台了《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办法》《厦门市刑事
涉案车辆先行处置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
形成制度，确保涉案财物从扣押、收缴、查封、移交到
处置实现规范化运行和管理。

2020年12月29日，厦门市公安局召开“刑事涉
案车辆先行拍卖”新闻发布会，组织首次刑事涉案车
辆先行拍卖会，7辆刑事涉案车辆由厦门建发拍卖行
在中拍平台进行线上公开拍卖。该先行处置案例为
全省首创，通过先行处置，不仅节约了司法行政成本，
提升了司法公信力，也有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突出改革创新 开创物证鉴定新模式

厦门市公安局在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以
“内部机构鉴定为主线、社会机构鉴定为支撑”为原
则，公开招投标引入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安全研究所
有限公司（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和福建正泰司法
鉴定中心两家鉴定机构，线下购买社会化司法鉴定服
务，通过专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让数据多跑“腿”，
办案人员少跑路，开创了一站式司法鉴定服务新模
式，有效缓解制约执法办案效能的鉴定难问题。

2022年7月，物证一站式司法鉴定模式在厦门市
公安局思明分局和翔安分局进行试点运行，有效提升
了全市物证鉴定工作的专业性、时效性和安全性，提
高了办案效率，降低了执法办案风险，司法公信力和
群众满意率显著提升，受到广大办案民警的欢迎。目
前，该模式已在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全面铺开运用。

此外，针对涉案款项监督管理处置等难题，市公
安局在全省首创案件暂扣款和保证金信息化管理机
制，推动涉案款项管理处置“去现金化”，通过“全渠道
缴款和支付”“一案一人一账户”“自动记账对账”等手
段，确保款项缴交和支付“一趟不用跑”，实现对款项
实时、动态、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促进共治共享 降低成本提升执法效能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55家执法单位纳入跨部门
涉案财物管理机制进行管理，通过规范化管理，实现
涉案财物保值增值，提高执法效率，降低执法办案风
险，最大限度避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同时也降
低了执法成本,仅公安机关就清退15家涉案财物保
管场所，节约执法人员工作时间10万余小时，节约财
政资金1000余万元。

福建省政府将该机制作为改革创新成果在全省
复制推广，全国教整办和公安部法制局分别编发简报
推介该机制，财政部将厦门市列为2021年度中央与
地方财政政法领域共同研究重点课题试点城市。《人
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刊文报道，全国50
余家单位到厦门进行参观考察。

破解涉案财物管理难题
“厦门模式”深受好评

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学术研讨会在厦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和省市级
公检法单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考察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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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

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市召开。全国专家
学者会聚厦门，实地考察跨部门涉案
财物管理“厦门模式”，聚焦涉案财物
管理难题展开一场实务与理论的“头
脑风暴”。

开幕式上，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
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
建林及公安部法制局、厦门市公安局
领导分别为研讨会致辞。“厦门的做法
很有创新，很有启发，走在全国前列。
厦门在市委政法委的统筹下，涉案财
物管理跨部门参与，创新引入社会力
量，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保障了
公民的合法财产。”卞建林表示，厦门
的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机制值得总结
推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厦门市公安
局、厦门市财政局及相关企业单位就
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和先行处置
研究横向科研项目进行了签约仪式。

“‘产学研’一体化项目的成功签约，将
促使‘政、校、企’深度合作，进一步促
进涉案财物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不断推动机制的深化改革和法学理论
的创新发展。”厦门市公安局法制支队
支队长吴德富说。

其间，与会嘉宾实地参观考察了
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
心，他们走进监控中心、车辆存放区、
智能存储区、贵重物品保管区等功能
区域，围绕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的
机制运转、信息安全、处置权流转、财
政监管等方面，现场讨论交流。

当天下午，在实地参观后，与会专
家学者围绕“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和先
行处置”主题进行了深入发言交流。研
讨会共分实务和理论两个篇章。

据介绍，该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厦门市委政法委、厦门市公安
局、厦门市财政局主办，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淘宝(中国)软件有
限公司等单位协办，来自全国多所高
校的专家学者、省级市级公检法单位
工作人员共50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7位公检法领域的实务工作、研究人员，分享了实务工作中涉案财物管理机
制的应用情况，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的问题提出建议。发言由厦门大学法
学院教授刘学敏主持，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龙宗智做评论。实务篇

5位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就参观的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发表
看法，并结合专业研究成果从理论方面进行专业研讨，从理论高度对涉案财物
管理中仍存在的问题提出制度化解决方案。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计划主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做评论。

涉案财物跨部门管理
厦门推出多项创新举措
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目

前入库保管刑事、行政涉案物品共计
108万余件、节约财政资金1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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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在厦
门召开。

“厦门模式”走在全省前列
●福建省公安厅法制总队政委袁志东:
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深化涉案财物管理

改革方面开创了“厦门模式”，走在全省前列，为我省甚至
全国的涉案财物管理机制改革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
经验。

我省公安机关一贯高度重视涉案财物管理工作，早在
2017年就出台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相关工作意见，推动我省涉
案财物管理机制改革。当前，我省乃至全国关于涉案财物管
理的立法还存在不足，建议通过上位法立法，为涉案财物管
理机制改革实践提供法律支撑。

机制改革展现“四化”特色
●厦门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吴德富：
我市涉案财物管理机制改革，是传统管理模式所产生的

困境与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结合的必然结
果，是提高执法司法效能的有效手段。运行以来，涉案财物
跨部门集中管理机制展现出规范化、集约化、信息化和统一
化四个显著特色。

立足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涉案
财物管理实践改革和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新机制有效降低行政成本
●厦门市财政局一级调研员陈朝阳：
建立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机制，既符合上级工作要

求，也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体现了共享共用资源，
发挥资源集约、低碳环保的带头作用，有效降低行政成
本。

建议加快推进涉案财物先行处置工作，优化涉案财物处
置方式，提升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做
好配合工作。

解决涉案财物“四难”问题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副主任吴雪莹：
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模式极大地实现了涉案财物的

线上流转，最大限度解决了涉案财物在实物流转中的扣押难、
保管难、移送难和处置难的问题，实现涉案财物动态追踪。

建议下一步，将监委、海关、海警等部门的涉案财物纳入
统一管理，增强涉案财物智能化管理平台与检察院涉案财物
系统对接。

新机制产生四方面实践效应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林良生：
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机制产生的实践效应：一是一

体化运作，让交接更有序规范；二是一站式存储，让保管更安
全更集约；三是一键式处置，让处置更便捷更高效；四是一条
龙服务，让流转更专业更精准。新机制赋予法院执行处置新
动能，有效减轻基层办案人员工作压力。

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检察官、第三办案组负责

人谢佳：
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工作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但相关

法律规定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规范。未来，希望在财产刑执
行法律监督工作中能与高校、公安、法院等部门深入交流合
作，共同推进涉案财物管理和财产刑执行法律监督工作。

现代物流提升涉案财物处置效率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副主任、教授姜阀:
现代物流的应用有利于提升涉案财物处置的水平、涉案

财物处置的质量、涉案财物处置的效率，也有利于涉案财物
处置方面与国际司法的合作。

“厦门模式”有四个亮点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龙宗智:

“厦门模式”有几个亮点：一是引入财政监管；二是引入
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先期处置；三是仓储和物流一体化管理；
四是中心的功能进一步拓展。

希望未来深化“厦门模式”，加强涉案财产先期处置等涉
案财物管理相关法律规定，推动实践发展。

厦门经验体现综合治理理念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兰英：
厦门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的经验，体现了综合治理

的理念，是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体现，是共治
共享共赢的有益探索。

未来，厦门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在运营管理上，应
该多摸索项目保值甚至增值的运营手段，以此减轻财政压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将涉案财物管理融入刑诉程序
●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张栋：
厦门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机制做得很好，特别是在自动

化电子化方面尤为先进。“厦门经验”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地

方。
如何将涉案财物管理完善成为一种工作机制，融入我国

刑诉程序中，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难点。目前，国外涉案财
物管理相关成熟经验可作为补充借鉴。

强化非法集资案涉案财物处置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张元鹏：
厦门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令我感到很震撼，这在全

国范围内是非常领先的。
针对非法集资案件中的涉案财物处置，应强化非法集资

案件中涉案财物处置的地位，树立人财并重的观念，加强对
合法财产的保障，积极听取案外人意见，加强对集资参与人
参与权、知情权的保障。

“厦门模式”向现代化管理转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李玉华：
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是我国涉案财物管理从传统

走向现代的具体体现。厦门在这个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
“厦门模式”，在涉案财物管理社会化和先期处置方面具有
典型性。现代化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的功能不应仅仅停留在
涉案财物保管层面，而应当包括服务司法办案、保值增值、
协助处置等，需要公检法司财等部门以及企业共同参与推
动。

厦门市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

▲全国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
及省市级公检法单位工作人员共 50
余人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

▲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和先
行处置研究横向科研项目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