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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中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确立了缺席

审判制度。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都有所建立与规定，我国亦然，但由于我国刑事

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时间较短以及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相比

于我国，许多域外国家已经建立相对完善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正是基于此，笔者希望对其他国家的刑

事缺席审判制度进行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 

受案范围，权利保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On the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in 
China 

Xinglin Jiang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 25th, 2023; accepted: Apr. 11th, 2023; published: May 29th, 2023 

 
 

 
Abstract 
On October 26, 2018,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dopted the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Amending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ecision), which 
established the trial in absentia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At present,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established and provided for the criminal default trial system. We should study the advan-
tages of some countries in default trial system and take its essence and discard its dross to im-
prove the shortcomings of our criminal default tr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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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概述 

1.1.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概念 

自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加强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为

了配合境外追逃追赃，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决定》，

在这次修改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增加了缺席审判程序这一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

是从无到有的建立。至此，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与刑事对席审判程序共同组成了我国的审判制度。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分为狭义的刑事缺席审判和广义的刑事缺席审判。狭义的刑事缺席审判是指双方

当事人其中一方在开庭的时候未到庭参加法庭审判，法院依法缺席审判，因而间接的减损了缺席一方的

诉讼权利。广义的缺席审判制度还包括双方当事人虽然到庭，但其中一方保持沉默，不进行陈述辩论，

实质上未行使诉讼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审判的制度。此外，还有些许学者认为，狭义的刑事缺席审判应

当只包括双方当事人其中一方在开庭时未到庭参加法庭审判的情形，广义的刑事缺席审判还应当包括控

诉方不出席法庭参加法院庭审的情形[1]。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指对于贪污

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

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

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特征 

1.2.1. 被告人不出庭参加法庭庭审 
普通的刑事审判要求原告被告均在场，法官居中裁判，这也正是古人所说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被告出庭陈述辩论是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被告人不能出

席或者故意逃避审判而导致诉讼长期得不到解决，浪费司法资源。于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运而生，这

就意味着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一项价值平衡选择之后的制度，是在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平衡之下所做的选择。 

1.2.2. 主要针对逃避审判且为重罪的人 
外国许多国家的缺席审判制度仅针对轻罪，英国、德国正是如此。英国的《治安法院法》中规定在

缺席审判的情况下不得作出超过监禁刑以上的判决；德国的《德国刑事诉讼法》也仅仅规定了对一些轻

罪可以缺席审判，比如收缴、禁止驾驶、销毁、没收或者单处 180 日以下日额罚金等；法国的《法国刑

事诉讼法》同样仅对轻罪和违警罪适用缺席审判制度[2]。而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针对的主要是贪腐等

严重犯罪以及一些特殊情形，这是与国外缺席审判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同的。 

1.2.3.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我国新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初衷一是顺应严惩贪污贿赂犯罪的大潮；二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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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约诉讼成本。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受案范围中，包括了以下这种情形：当事人由于患有严重的疾病不

能出庭导致法院中止审理 6 个月以上仍不能出庭，可以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

属的申请，法院审查同意或者法院主动启动缺席审判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

属同意方可启动缺席审判程序。该情形采取缺席审判程序即是为了避免案件过分的延长，不能及时地得

到判决，导致大量案件积压，降低诉讼效率，增加诉讼成本。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所以说效率是公正的

另一面。设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不仅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而且还避免了国家法律权威受到挑

战。 

1.2.4. 对惩戒贪腐等重大犯罪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没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背景之下，大量的贪污受贿罪犯在犯罪之后逃往境外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得知，2008~2013 年 5 年时间里共抓获向境外逃窜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共 6694 名

[3]。这体现了我国贪污腐败犯罪分子外逃现象的严重程度。即便近几年来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不断

加强，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在建立缺席审判制度之前，大多数贪污贿赂罪犯在犯罪之后携款逃往国外，

由于我国缺乏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并不能及时的对其处以刑罚，使得某些犯罪分子极为猖狂，以国外作

为其犯罪之后的躲避场所。而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建立之后，即使犯罪嫌疑人逃往国外依旧可以对其进

行刑事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浇灭了犯罪分子犯罪的想法，有助于惩治犯罪分子。由此可见，在缺席审判

制度下，贪污贿赂罪犯无论逃往何处均会受到惩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犯罪，树立了司法权威。 

2. 我国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性 

2.1. 救济被害人权利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被害人权利的救济，从法律上给与被害人慰藉。当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实施侵害被害人的行为之后不能归案，在缺席审判制度建立之后，被害人可以选择运用该制度追究

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挽回其自身的损失。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当缺席审判制度尚未建立时，

许多案件不能及时的得到解决，这不仅会导致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逃匿而使得被害人的权利长期得

不到救济，还有损国家法律的权威。所以我国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解决被害人权利救济的重要手段。 

2.2. 提高司法效率 

我国传统的审判模式是原告、被告均到庭，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模式。然而，在现实司法活

动之中，许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逃往国外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到案接受审判，

使得大量的案件堆积，得不到解决。由于缺乏刑事审判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不归案或者采取

其他方法不能到案就能逍遥法外，避免受到法律对其人身自由的惩治，这给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

供了逃脱法律惩治的可乘之机；或者有的共同犯罪的案件由于被告人归案的日期不同被拆分成数个案件

进行审理，这大大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而缺席审判制度正好能解决此问题，所以说我国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来自于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2.3. 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 

众所周知，许多刑事犯罪案件的一些证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或者搜集变得困难。如果没有缺

席审判制度，在刑事犯罪案件刚发生时，并且许多证据尚能收集保存的时候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

能到案接受审判而导致案件一直拖延，等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的时候，此时可能有的证据已经消

失或者失效了，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样会严重的损害我国法律的权威。同时，被告人的权利得

不到救济将会引起民愤，如果这样的情况达到一定的数量的话就会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所以说我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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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的需要。 

3.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域外考察评析 

3.1. 美国和英国 

美国和英国均属于英美法系国家，均规定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但也有略微的差别。美国将被告人

出庭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被告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出庭参与庭审，但在以下情况下法院可以启动缺席

审判程序：1) 被告人放弃出席法庭的权利；2) 被告人违反法庭纪律被驱逐出法庭；3) 判处被告人监禁、

罚金或者减刑的案件。缺席审判制度在英国的适用范围较美国而言相对较小。在英国，被告人一般情况

应当出席法庭接受审理，仅在治安法院审理的一些适用简易程序且法律明文规定的案件中适用缺席审判

程序，例如：处被告人一定金额以下的罚款或者没收财产、取消被告人驾驶资格等案件。同样，当被告

人未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时，法院会通知法律援助为缺席被告人辩护。由于英国和美国的辩护制度都相

对较完善，缺席被告人在缺席审判结束之后提出异议的并不可以启动重新审理，但缺席被告人可以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4]。 
综上所述，英国和美国均将缺席审判作为对席审判的一种例外，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采取缺席审

判，但相对与英国来说美国适用缺席审判的范围相对较广。同样，美国与英国均认为被告人出席法庭是

一种权利，被告人可以放弃这种权利。英国与美国由于辩护制度较为完备，并未为缺席被告人设置特殊

的救济手段，这是与我国存在区别的地方，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3.2. 法国 

法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出庭接受审理被视为一项义务。在法国主要适用的是形式上的缺席

审判制度，在下列情形应当启动缺席审判程序：1) 轻罪案件；2) 违警罪案件；3) 不尊从法庭纪律被法

官责令退庭或者经传票拒不到庭的重罪案件。在轻罪案件中，被告人应当出庭接受审理，被告人也可以

向法院申请不出庭，而由其委托的辩护人代为辩护，即使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未到庭为其辩护，法院仍

视为其委托人到庭，进行“对席审判”，即为形式上的缺席审判。在违警罪案件中，被告人被处罚金较

少时，被告人被允许不出庭，而由其代理人出庭代其辩护。在法国，重罪一般不允许缺席审判，但被告

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在审判过程中无正当理由退庭的，法庭可以缺席审判。但在缺席审判的轻罪案

件和违警罪案件中，缺席的被告人有权提出异议，但异议期根据被告人所在地点而有所不同。缺席被告

人在境内的，异议期为十天；缺席被告人在境外的，异议期为三十天[5]。若异议成立，案件将会被重新

审理，并且在重新审理的过程中若符合条件法官仍可启动缺席审判程序。如果被告人是故意逃匿或者故

意使自己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则被告人不再享有异议权，仅可通过上诉救济。在重罪缺席审判的案件

中，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或者案件审结之后规定的时间内被告人归案，不论是被捕归案还是自首，该案

件均要按照对席审判的模式重新审判，被告人对重新审判的结果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同时，法国还十分重视被告人知情权的保护，对于因为拒绝出庭或是因不遵守法庭秩序被责令退庭的被

告人，法院会在每次开庭审理前将案件的进展情况送达被告人或者由其代理人、近亲属转达。 
综上所述，法国的缺席审判制度主要是针对一些轻微犯罪，和我国相比，法国也为被告人设立了异

议权，但不同之处在于法国的法律设立的异议权的行使由期间限制，以及异议需要再得到认可后案件才

会被重新审理。相对于法国异议权的设置来说，我国的异议权相对宽泛，有让被告人利用的不足之处。 

3.3. 德国 

德国与法国同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二者之间的法律规定依旧有很大的不同，在德国来说被告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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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接受庭审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所以被告人原则上是必须出席法庭接受庭审的，但在如下的情形法院

可以启动缺席审判程序：1) 被告人恶意缺席审判的情况；2) 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当法院庭审开始时由于

某些原因被告人不能到庭接受审判，法院可以启动缺席审判程序，但此时的庭审仅仅针对涉案物品，目

的是为了保全证据，以便在被告人到案后继续审理。对于轻微案件如少年犯罪案件，保安处分程序等，

因为需要保护少年或者犯罪情节较为轻微而可以缺席审判，该审判不仅仅针对涉案物品，同样针对被告

的刑事责任。在救济权力上德国赋予了被告人上诉权之外还赋予了被告人撤销原判决的权利，被告人在

法院作出判决后的一周内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人民法院将撤销原审判决并重新

审理此案。此外，德国法律还赋予了被告人其他的权利，例如让所有的缺席被告人都有机会对公诉发表

自己的意见；例如因违反法庭纪律被驱逐出庭的缺席被告人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可以重新进入审判，

并将期间发生的事如实告知[6]。 
综上所述，德国的缺席审判制度涉设计较为严谨，相较于我国缺席审判制度而言，相对更保护被告人

权利一点。其赋予被告人撤销原判决的权利与我国赋予缺席被告人的异议权相似，整体而言，各有优劣。 

3.4. 日本 

在日本，被告人出庭接受审判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因此被告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缺席审判的，

但当被告人出庭接受审判对其权利保护没有多大意义时可以不出庭接受审判。在日本，适用缺席审判程

序的情形主要包括：1) 被告人缺乏诉讼权利能力，其辩护人到庭代替被告人接受审判的案件；2) 判处被

告人 50 万日元以下罚金，判处被告人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惩役的轻罪案件；3) 被告人神志不清、没有正

当理由拒不出庭且无法强行押送的、未经法庭允许擅自退庭的、不遵守法庭秩序的以及影响证人作证的

情况。 
综上所述，日本的缺席审判制度同样仅针对轻罪案件，在重罪中由于要保护被告人出席法庭的权利

而不可以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4.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4.1.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状 

4.1.1. 受案范围 
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受案范围作出了如下规定：第一，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案件，在这种案件中有三种类型：1) 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 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必要及时审理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3) 犯恐怖

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必要及时审理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第二，被告人因身患疾

病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经被告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被告人近亲属的申请或

者经被告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被告人近亲属同意的，法院可以启动缺席审判程序；第三，被告人死

亡，这种情形包括两类：1) 被告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死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法院可以主动启

动缺席审判程序，宣判被告人无罪；2) 在再审案件中，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法院可以主动启动缺席审判

程序。 

4.1.2. 辩护权利 
在缺席审判程序中，由于被告人不出席法庭，必然会对被告人权利造成极大减损，为了尽可能的避

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被告人辩护权利方面制定了较为细致全面规定。首先，被告

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委托合适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其次，如果被告人没有自行委托辩护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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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近亲属也可以代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最后，被告人的近亲属也没有代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法院会指

派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4.1.3. 救济途径 
如果缺席被告人认为合法权利因为缺席审判而遭到了损害，其有两种救济途径可以选择。第一，缺

席被告人以及缺席被告人的近亲属不服法院判决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缺席被告人或

者缺席被告人的近亲属同意，辩护人也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第二，如果缺席被告人在案件的审

理过程中到案，人民法院对此案应当重新审理；如果缺席被告人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到案，缺席被告人

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异议，一经提起，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此案。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缺席被告人

异议权做一些范围上的限制，以期最大程度上的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对被告人异议权未

做任何限制，反而给了被告人拖延诉讼的可乘之机。 

4.2.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问题 

4.2.1. 受案范围界定不明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往境外，经

传票传唤不到案的，法院可以启动缺席审判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并未明

确界定是否包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等，此类罪名也是属于

广义上的贪污贿赂犯罪，法条中并无明文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严重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逃往境外，经传票传唤不到案的，法院可以启动缺席审判程序，此处的

“严重”法律依旧未明确界定何为“严重”。刑法作为维护正义，惩戒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决不允许

出现不确定的因素，因为这会危害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甚至是生命。 

4.2.2. 适用案件的类型过少 
我国建立缺席审判程序主要是基于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避免案件过分拖延，浪费司法资源，

降低司法效率；第二个目的是作为追究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往国外，不能抓捕归案的

情况下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一种手段。由于缺席审判减损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席法

庭接受庭审的权利，于是我国将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规定的极为严格，仅限于上文提到的三种情况。这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案件类型过少，对

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并无利好，反而由于缺席审判之后要尽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而付出更多的努力。那么假如我们将一些比较轻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影响不大，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短期之内不能归案接受审判的案子纳入到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范围中来，对提高诉讼效率是不是会

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4.2.3. 未具体规定重审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院在适用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后应当重新审理的情形有两类：一类是缺

席被告人在缺席审判的过程中归案；一类是缺席被告人在缺席审判结束之后归案并提出异议的。但法律

并未规定该重新审理适用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由原审法院重新审理还是要更换其他法院审理，这些

问题都是有待完善的。 

4.2.4. 未对被告人近亲属的独立上诉权作相应限制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必然会导致缺席被告人出席法庭的权利遭到减损，于是在法律规定当中在对被告

人的救济权利方面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拥有独立的上诉权，也就是说缺席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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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被告人的同意就可单独向法院提起上诉，当缺席被告人的意见与缺席被告人的近亲属的意见不一致

时，比如被告人愿意接受缺席审判的结果，不愿上诉，而被告人的近亲属执意上诉，这将会产生冲突，

并不能真正地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法律并未对被告人近亲属的独立上诉权作相应的限制是

有待商榷的。 

4.2.5. 未对被告人的异议权作相应限制 
2018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决定》中增加了关于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缺席被告人的救济途径：缺席

被告人的异议权，即被告人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归案的，只要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就应当重新审理此案。

法律并未对缺席被告人的异议权作任何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缺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无疑这

样的设置是不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也给了被告人拖延诉讼的可乘之机。 

4.2.6. 送达程序限制过多，不易开展庭审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如何将法院传票以及起诉书副本送给被告人，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通

过国际条约的方式送给被告人；第二，通过外交途径的方式送给被告人；第三，通过被告人所在国允许

的方式送给被告人。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被告人所在国未参与国际条约或者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或者

出于人权保护不配合我国送达，那么是不是就一直不能开展缺席审判程序？这是有待完善的。同时，我

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缺席被告人的送法方式的规定当中并未明确区分身在国外的犯罪嫌疑人是出于何种

原因而决定采取何种送达方式，笔者认为这是有待改进的。 

5.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建议 

5.1. 明确界定受案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严重”，笔者认

为应当具体化，让法律成为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不可预测的。 
1). 我国设立缺席审判程序的目的之一是追究外逃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所适用的缺席审判制度仅包括《刑法》第三章中涉及国家

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而不包括《刑法》第八章中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2). “严重”一词也应当明确，何为严重，法定刑多少年为严重，根据《刑法》对相关罪行的量刑规

律来看，笔者建议法定刑十年以上的为严重，法定刑少于十年的不属于“严重”的范围。 

5.2. 扩大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范围 

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的适用范围仅包括三类，同时限制重重，这样并不能真正的起到提高司

法效率，避免浪费司法资源的作用。笔者认为以下案件应当纳入缺席审判程序的范围： 
1) 未成年人犯罪的轻微案件。轻微案件界一般认定为法定刑三年以下的犯罪。因为未成年人尚未成

年，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将来的发展，对未成年人的隐私等应当予以一定的保护，因此，将未成人所犯轻

微案件纳入缺席审判的范围内会在很大程度的保护未成年人。 
2) 主动放弃出席法庭权利的被告人的案件。法院之所以不轻易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主要是保护被告人出

席法庭接受审理的权利，但是当被告人主动放弃出席法庭的权利时，笔者认为是可以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

因为我国是职权主义国家，一切定案以证据为准，又因为我国规定了较为完善的保护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制

度以及救济途径，所以笔者认为被告人主动放弃出席权利的案件纳入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合理的。 
3) 贪污贿赂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境内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内逃匿和逃往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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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同之处在于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不能抓捕归案，不启动缺席审判的话均会浪费司法资源。不同

之处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话较难抓捕归案以及送达等程序将会困难重重。既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故意逃匿，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况且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的情况下也较难将之抓捕归案。

这也相当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出席法庭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不用区分境外境内，均可启动缺席

审判程序。并且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后法律仍为其设置得有较为完备的救济途径，并不会因为适

用缺席审判制度而有损其诉讼权利，反而能够提高诉讼效率。 
4) 轻微的自诉案件、轻微交通违法犯罪案件、轻微伤害案件、醉酒驾驶案件也应该纳入缺席审判程

序的适用范围。因为此类案件数量众多，如果因为被告人不配合，导致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大量案件

积压，将会大大降低司法效率；将此类轻微案件归入缺席审判的范围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

率。而且此类案件较为轻微，对于被告人出庭接受庭审的权力的减损可以通过上诉缺席审判程序的救济

手段进行救济。 
5) 被告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案件。被告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之后，其便不能出庭参加诉讼或者说

出庭参加诉讼已经没有意义，在此情况下，应当对其缺席审判，允许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代其委托

辩护人，并由辩护人代表被告人参加诉讼。 

5.3. 具体规定重审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件审理中归案的，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回到境内，并对法院已经做出的判决提出异议，法院

也应当重新审理，但并未明确规定应该适用什么程序重新审理。笔者认为在对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进行重新审理的目的是使庭审回到缺席判决未开始之前，重新开始审理。所以，重新审理应当由

一审法院审理，适用普通对席审判程序审理，由原一审法院原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被告人对

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5.4.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独立上诉权作出相应限制 

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太过宽泛的独立上诉权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违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

实意愿，这并不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独立上诉权的主要目的。所以笔者建议当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时，在法院作出缺席审判之后是否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以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为准。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诉讼能力时，以其近亲属的意见为准。因为只

有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作出了相应的限制，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愿才能最大程度

地保护缺席被告人的权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时，可

以赋予其近亲属独立的上诉权。 

5.5. 对被告人的异议权作出相应限制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归案并提出异议的，法

院应当启动重新审理程序。无疑这是从最大程度上保护缺席被告人的权利，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缺

席被告人以这种方式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所以法律应当对此有所限制。笔者建议法院启动重新审

判程序应当以缺席被告人有正当理由缺席为准启动重新审理程序。这样才能避免缺席被告人滥用异议权，

浪费司法资源。 

5.6. 扩大送达方式并区别被告人的意图决定是否适用公告送达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向藏匿在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送达起诉状副本以及判决书等文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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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仅仅只有三种，即通过国际条约、外交途径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国允许的方式送达。这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庭开展庭审。所以笔者认为应当扩大送达方式例如公告送达。但是公告送达应当区

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意图来决定是否适用。若该贪污贿赂罪犯虽身在国外，但不是由于逃避惩

罚而潜逃国外，而是由于其他正当理由身在国外又不能到案接受审判的情况下，此时，不能到案接受庭

审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刑事责任而不到案，其主观上不具有恶意，为了保护该被告的权利，

不能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相反，若是存在逃避律责任的故意，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可以适用公告送

达的方式，公告期届满，视为送达，启动缺席审判程序。 

6. 结语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审判程序的进一步完整。同时，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还大大的

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启动是以牺牲被告人出庭接受审理的权利为

代价的，所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保护和救济途径上给与了大力的保护。比如强制辩

护制度，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后没有限制的异议权制度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

的独立上诉权制度等，这一系列的规定都是为了弥补被告人在缺席审判中不在庭的权利减损，缺席被告

人的权利确实应当给予大力的保护，并给与其一定特殊的救济权利，但应当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不能给

与缺席被告人太过宽泛的救济权利，反而导致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失去了它建立的意义。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的完备，许多地方还有待提高。由于我国的

缺席审判制度刚刚建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仍需要向其他更有经验的国家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也有其自身的优点，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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