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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缺席制度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的要求，既能促进司法机构在国际上有效地开

展反腐败工作，又能有效地保护案件的证据，促进司法公正，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但是，我国的刑

事缺席审判也有很多缺陷，比如，规定的数量太少，程序规范太低，很难将其应用到实际中。本文通过

阐述设立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背景、意义以及我国立法现状和问题，同时借鉴和比较国外刑事审判缺席，

从而提出了完善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建议，即：拓宽适用范围、规范适用程序、完善对被告人权利的保

障三个方面，为我国刑事诉讼缺席制度的具体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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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ystem of absenteeism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my country is in line with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can not only pro-
mote the judiciary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anti-corruption work internationally, but also effective-
ly protect the evidence of the case, promote judicial justice, and further improve judicial credibil-
ity. However, the criminal trial in absentia in our country also has many defects.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regulations is too small and the procedure specification is too low, so it is difficul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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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it in practice. By expounding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the criminal 
trial absentee system,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drawing on and comparing foreign criminal trial absentee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riminal trial absenteeism system, namely: broaden-
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standardiz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improving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fendant’s rights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specific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system of absenteeism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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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刑事审判缺席制度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对于被告人缺席审判作出的制度安排。虽然在我国尚未正式建

立刑事诉讼缺席制度之前，学界对刑事诉讼缺席制度进行了探讨，但它的研究领域和内容都很有限，仅

限于对轻微犯罪案件的审理，或对被依法传唤而不出庭的犯罪案件。而最近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不仅扩大了犯罪的种类，还将一些暂停的、无罪的案件也纳入了其中。当然，由于我国审判缺席制度还

尚未完全趋于成熟，存在一些司法实践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议。本文认为，要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缺席

制度，应从完善诉讼程序、扩大适用范围、加强被告人人权保障等方面，借鉴国外的合理制度经验，进

一步探索刑事审判缺席制度，从而发挥该项制度的作用，更好的指导司法机关完成相关工作，从而提高

司法公信力。 

2.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概述 

2.1. 我国增设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背景 

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都已经确立了缺席审判，只有刑事诉讼中的缺位。由于背景和成立的原因，

民事和刑事诉讼存在程序差异[1]。民事诉讼具有一定的自由，当事人可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庭审，而刑事

诉讼则是国家公权的具体表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因被告人的缺

席而使刑事诉讼难以开展的问题，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已设立了刑事审判缺席制度，以解决这一问

题，我国已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一员，确立刑事审判缺席制度势在必行。 
近些年，我国加大了对贪污腐化、危害国家安全的打击力度，对这类犯罪实行零容忍，很多犯罪分

子发现自己被查后，往往会逃往国外逃避惩罚，犯罪活动逐渐向世界扩散，加大了追逃人员和赃款的难

度，为了更好地解决此类问题，完善反腐败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势在必行。通过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可以有效地解决刑事诉讼效率问题，丰富刑罚手段，促进国际反腐败的反腐败国际追逃工作，既能解决

刑事诉讼效率问题，又能兼顾公平与效率，又能对外逃的犯罪分子及时作出法律上的负面评价，可彰显

法治权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有关规定，实际上就是在被告人不在场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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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犯罪所得、涉案财物予以没收的过程。我国 2018 年《刑事诉讼法》第 291 条对逃往境外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缺席审判进行了专门的立法，以填补以往的没收程序的缺陷。 

2.2. 我国增设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法院对犯罪事实进行有效的侦查，从而提高诉讼效率，维护法律的尊严。从实践上看，

缺席审判是维护法律尊严，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手段。刑事审判缺席制度解决了由于被告人在短时间内

无法归案而导致的诉讼问题，如证据保存不利、证人证言遗失等。这样可以增加法院的可选性，避免了

由于被告无法出庭而被迫暂停审理的窘境。 
其次，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后，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共同打击贪污犯罪。同时，我国的刑事诉讼缺席制度的建立，使我们能够对

逃往国外的罪犯进行审判和判决，首先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有效的执行，然后在逮捕归国后对其实

施人身刑罚，从而起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有助于犯罪分子主动自首，以及想犯罪而尚未犯罪的

人员起到震慑作用。 
再次，弥补以往司法体制的单一性，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实现公平正义。而我国历来奉

行“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一般都是以有罪判决为先决条件。但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明

明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例，但由于被告人的缺席，致使刑事审判未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判决，致

使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求难以实现[2]。而设立刑事诉讼缺席制度可以帮助保障受害人利益。 
最后，有利于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法制建设。从 21 世纪开始，我们就在持续加

大反腐力度[3]。通过刑事审判缺席制度，对流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会损害

被告人的部分诉讼权利，但是，这样做，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律权威，都是有

益的。这既是为了显示国家对这种犯罪的严厉打击，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和防止贪污犯罪，同时也是一

种法律上的“严惩不贷”的精神。 

3. 我国关于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立法现状和问题 

3.1. 我国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立法现状 

3.1.1. 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对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详细的界定。根据不同的社会治理环境和立法宗旨，

立法机关根据各自的价值和利益目标，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 
第一，对逃亡国外的犯罪嫌疑人的缺席审理。近几年，我国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发案率明显上升，

很多贪赃枉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涉嫌受贿犯罪而逃往国外，为有效追惩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存在的

另一种情况，即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身处境外，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按照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规定，应当及时进行审判和做出

合法裁决[4]。我国在处理贪污受贿犯罪时，一般采用缺席制度，反映了国家、人民对于贪污受贿案件零

容忍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实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缺席审理还扩展了这

一制度的适用范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后，可以在不出庭审理的情况下，实行缺席审判。从而使缺

席审判的内涵更加充实，并使其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其成立的目标与意义。 
第二，对于因被告身患重病而暂停开庭超过一段时间的缺席审判。如果被告人身患重病，导致被害

人不能出席，法庭可以根据缺席审判的程序，在一定时间内再次开庭，避免了法官对案情的长期拖延，

体现了公正和效率。同时，在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继续开庭的情况下，可以实

施缺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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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刑事再审中，被告人的死亡情况，进行了缺席审理。一种是在被告人死亡后，依照相关

的法律和法规，法院会判决被告人无罪，但如果有证据表明被告人应该被宣告无罪，而根据缺席审理程

序确认被告人无罪，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对于被告人死亡的案件进行裁决。所以，在被告已死亡的情况下，

如果法官要想继续审理此案，就必须以缺席审判为基础，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二

种是则是通过再审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并不以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为前提条件，可能因为时间的关

系，可能此时的被告人已经死亡，面对这种情况，就可以通过适用缺席审理，来解决问题，作出判决。

因此，对于被冤屈的受害人，可以通过这种诉讼监督的方式，使受害人的清白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这

不仅是对我国司法纠正制度的需要，也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缺席制度的特殊时代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三种，其中第一种所指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具体指的是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中所述的犯罪

类型[5]。第二条和第三条所述的缺席审判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排除诉讼障碍的方法，如果法庭按照法定

程序进行庭审，如果出现与被告人目前患有重大疾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从而导致被告人无法出庭等客

观事实，庭审无法按程序顺利进行下去，而为了解决庭审困难、恢复已经启动中止程序的庭审、严惩犯

罪行为或尽快宣告被告人无罪，法院只能通过缺席审判制度来实现目的。 

3.1.2. 缺席审判的适用条件 
对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条件进行了界定，这是我国现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基本前提[6]。在被

告收到传票和起诉状副本后，被告仍不肯出庭，法庭可以根据缺席审判的有关程序进行直接审理，提高

了办案的效率。这也充分表明，在我国，对于逃犯的刑事案件，实行缺席审理的必要性。缺席审判是一

种不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只能在一定的情况下适用。它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是法律权威的确立。 

3.1.3. 缺席审判的适用程序 
在我国，缺席审判的效力和对席审判的效力是一样的，只要符合法定的缺席审判程序，法庭的判决

就是正当的，因此，诉讼各方都应当遵循。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当事人

或有关利益方认为该强制措施违法，则可以将其提交法庭，由法院对其进行审理。如果对判决有异议，

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同时，在执行期间，当事人还可以向执行标的提出书

面异议[7]。综上所述，缺席审判一般都是对不在现场的人进行的，但是，缺席审判的前提是要有正当的

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因此，在法庭上，法官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

决定是否作出缺席判决。 
当然，如果有犯罪嫌疑人已归案，那么就不能继续实行缺席判决，而应当立即改用普通的诉讼和审

判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其终结程序，从而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为详尽。 

3.2. 我国刑事审判缺席制度存在的问题 

3.2.1. 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的应用领域比较窄 
只有在贪污腐败、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不能适用于其它类型的刑事案件。另

外，由于被告人身患重病中止审理，或者在再审时，被告人的死亡情况也可以适用缺席审判。但是，在

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中，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的应用领域仍然较为狭隘，而且在保障被害人权益

方面也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阻碍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 

3.2.2. 刑事缺席审判异议程序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缺席审判的先决条件是很难的，既要处理各种利益冲突，又要处理流亡海外

的罪犯，还要处理好相关的法律文件。同时，在明知法律文件送达之前，故意逃离目前的住所，以逃避

法律的惩罚[8]。这种情况下，审判缺席制度就不能得到切实执行，既不能打击犯罪，又不能浪费司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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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此外，被告可以对法庭的裁决、裁决提出质疑，并且一旦有异议，法庭将会再次进行审判。这就间

接地给予了被告人在缺席审理过程中所享有的“特权”，这与其成立的目的有很大的偏差。从某些方面

来说，被告的罪行在某些方面要比被告的罪行更严重，但他们仍然享有这样的“特权”，这对建立司法

权威是不利的。 

3.2.3. 刑事缺席审判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需要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缺席制度，既有公权力的干预，也有被害人的缺席[9]。而对缺席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具

有先天的不利地位，因此，充分保护缺席被告人的权利显得尤为重要。司法机构不能造成冤假错案，既

要保证无辜的人免于犯罪，也要使罪犯得到应有的处罚。从整个刑事诉讼缺席制度的整体上看，被告人

的诉讼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缺席被告人而言，不管是由于主观或客观原

因导致的缺席，其诉讼参与权均不具备。同时，对于缺席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的法律援助资格，法律并

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4. 国外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4.1. 国外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比较 

4.1.1. 美国 
美国刑事诉讼的缺席制度，其结构与缺席判决主义的模式相近；但就异议而言，在“正当理由”存

在的情况下，可以撤销缺席判决，这反映了一种以审判安定性为中心的程序法原理。美国的缺席审判也

有两种情况：一是不需要依法出席；二是第一次出庭后不愿再出庭的情况。被告人是否出庭，具有选择

性，完全取决于被告人的自由意志。这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没有任何机构或机构可以任意地剥夺其权

利。被告有权请求参加庭审的全部程序，当然，有关被告也可以不履行这一权利，但不会因为没有缺席

而受到影响。但是，这种权利并非绝对的，如果在法庭上发生了犯罪嫌疑人干扰法庭的情况，那么被告

人就很有可能丧失自己的选择。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缺席制度反映了被告作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 

4.1.2. 英国 
英国的缺席审判可划分为一般诉讼中的缺席审判和简易诉讼中的缺席审判两种类型。由于被告必须

出席庭审，并听取原告的控告，因此，在普通的诉讼中，不能缺席庭审。但是，如果被控人逃走，或者

在法定的传召下仍然不出庭，则法庭可以对其进行缺席审理；而在简易诉讼中，被告人无需出庭，可以

用书信来表示自己的辩护。英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在法庭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庭，而被告不在，检察官

按时出席的时候，治安法庭就可以缺席审判。从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英国的法律允许在一定的法

定情况下进行缺席审理。缺席审判是一种特殊情况，通常仅在简单诉讼中适用。 

4.1.3. 日本 
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日本刑事缺席审判中，被告人出庭是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这不仅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因为这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任何机关和组织都

不能将其非法剥夺[10]。同时，该法还对日本能够进行刑事缺席审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特别指出了在

缺席审理中存在的例外。 

4.1.4. 德国 
《德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以放弃权说为基础的缺席审判，而是在价值上进行权衡。同时，在刑

事诉讼中，被告人出庭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对被告人的义务。这种缺席判决的

理论基础不在于放弃权利，而在于价值的衡量。《德国刑事诉讼法》285 条中所述的客体程序，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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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案件的证据，在被告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客观物证采取保护措施，而不是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

行实体裁判[11]。 
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中的缺席制度，其特点是基于放弃权利的原则，因此，对占有国

家的被告人而言，缺席审判是一种不利于自己的判决，因为它没有机会发表异议；以放弃权利为基础，

对其进行缺席审判，是保证被告人在法庭上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各国在请求被告放弃诉讼权利的时

限上却有所不同。日本、欧洲的人权法庭均准许被告在开庭之前放弃出庭权，美国则仅准许被告在开庭

审理之后放弃出庭权。 
另外，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都有关于缺席的规定。以上几个国家对缺席制度的规定有相似之处，

第一，都是基于当事人在场的原则，承认其存在的现实意义，进而设置立了刑事审判缺席制度，以体现

各国的司法实践价值。其次，各国对刑事诉讼的目标不同，而缺席审判则是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

有序。第三，对缺席判决的适用范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原则，而不是当事人和法官任意作

出判决。最后，人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天生就具有，法律只能承认和保护人权，而不能任意

地剥夺。因此，各国都在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规定，从而保护了被告人的正当权益，从

而使司法的公平性得以实现。例如，多数国家在刑事缺席审理时，都会规定，如果被告不能出席，则应

由辩护人出席。 

4.2. 国外刑事审判缺席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通过对国外的刑事诉讼缺席制度进行了分析，为我们的司法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缺席制度还很薄弱，我国目前的审判缺席制度主要是以放弃权说、价值衡量论为核

心的，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从司法实践中汲取精华，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

诉讼缺席制度。其次，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的缺席制度在我国的应用仍十分有限，而且比较狭窄，在国

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是否适用于腐败案件的缺席判决并未作出明确的限制，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拓宽其适用范围，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同时，有些国家，比如法国，对缺席诉讼进行了专门的救济，为

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国的刑事审判缺席制度应当着重于强化程序性的规定，在符合我国国情和制度背景的基础上，适

当借鉴国外的司法缺席制度，从中提炼出一些精华。要制定科学、严谨的适用程序，对其运作进行规范，

以防止其滥用。同时，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功能，保证诉讼的公平性，有效地对贪污罪进行惩处，

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缺席被告人的正当权利。 

5. 完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议 

5.1. 适当扩大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适用范围 

从现行的刑事缺席制度来看，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国现行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对贪污罪的打击，并与国外追逃犯的现实需求相适应[12]。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

确提出了三种适用缺席判决的情况。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客观因素致使被告人缺席庭审的情形远远超出现行法律所规定的限度，所以，

应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以提高诉讼效率。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将刑事诉讼中的缺席制度扩展到其他范

围。在实际工作中，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例如交通肇事等，如果都采用一般的诉讼方式，一方面会增

加审前羁押；另一方面，它也会使案件的数目增多，导致不必要的诉讼资源浪费，从而影响到刑事诉讼

的工作效率。 
我国的刑事审判缺席制度应当从更宽广的视角扩展其适用范围，归纳出不同类型被告人不在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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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有可能被判死刑的刑事案件，则应明确地将其排除在外。 

5.2. 规范缺席审判的适用程序 

由于我国现行的缺席判决程序不够清晰，不够详尽，不能很好地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影响到立法目

的的实现，所以，必须对其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以引导司法实践，提高诉讼效率。 
第一，应当增设公告送达的形式。我国现行关于缺席判决的有关规定有缺陷，这会极大地影响到法

官的工作效率，使其不能实现。在电子资讯的今天，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公告送达变得更加方便、快速，

通过相关的网站发布公告，通知当事人可以通过其它合适的途径在网上查阅，从而推断被告已知晓开庭

审理的时间和地点[13]。这种方式既能体现诉讼缺席中的程序正义，又能使法官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又

能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又能起到教育的作用。 
第二,对缺席诉讼中的上诉权利进行了完善。在完善缺席诉讼程序中，要明确提出诉讼请求权的行使，

其宗旨在于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尊重被告人的意志。如果被告人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上诉权，那么

他的直系亲属就不能享有上诉的权利。此外，如果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而被告人的近亲又提出上诉，

则是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防止人民滥用诉权，造成司法不公。 
第三，关于异议权和再审权的运用，要有一个清晰的、具体的规定。在异议权和再审权并存的情况

下，要区分二者的不同之处，并确定其提起的时限。还应对被告人的异议权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可以

适当地延长被告人的再审请求，以便节省司法资源，避免由于被告人没有得到判决而提出再审请求，也

可以为法院的邮寄或者公告送达提供足够的时间。 
我国刑事诉讼缺席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仍需改进和完善。例如，第二条中所提及的对缺席程序的

完善，既能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能充分地尊重被告人的意志。同时，也能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减少诉讼的效率。最后，关于异议权和再审权的运用，在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可以防止滥

用救济权利。 

5.3. 完善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有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方，而三方的稳定关系则以控辩双方平等，以法庭

为中心，充分体现了被告人出庭权利的重要性。刑事诉讼中的缺位也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尽

可能地完善和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防止控辩双方权力的严重失衡。 
首先，若被告人缺席进行缺席审判时，其有权提出异议。在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的出庭权利很难实

现，被告人尽管委托辩护人参加诉讼，但如果辩护人无法代替被告人行使诉权，或者存在不作为而损害

被告人利益的情形时，被告人可以通过异议权来救济自己的权益。然而，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则需

要提供证据，以便法庭能够接受，并对有关的案件进行重新审议，做出合法、合理的裁决。这种诉讼制

度的设立，有利于对受刑人的救济权利的充分保护。 
其次，缺席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保障。在刑事审判缺席制度中上诉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救

济性权利。无论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还是重大的刑事案件，缺席的被告人如果对缺席判决的判决有异议，

可以采取书面或口头的方式，上诉的对象可以是自己或其近亲。这与被告的近亲没有上诉的权利有一定

的区别[14]。因此，在缺席被告人提出异议或上诉时，不能增加对缺席被告人的惩罚，进而制约其行使权

利。 
再次，缺席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保障。缺席的被告人可以提出委托辩护人，由于被告人不能到庭，

其辩护权由辩护人代为行使，可以由被告人自行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旨在解决当前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辩护率偏低的问题。在刑事诉讼的审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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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在被告人因主观和客观原因无法出庭的情况下，可以由辩护律师为被告辩护，

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不会因为被告人的缺席而丧失。 
最后，对缺席被告人的知情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法庭应当在庭前有告知义务。其中，在审理全过

程中，法院的通知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在刑事缺席审理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当缺席的被告人自愿出庭，

但审判还没有结束，就应当停止缺席，改为旁听，同时，法庭也要向被告提供关于开庭审理的信息。第

二种情况是，如果缺席判决之后，缺席的被告人才会再次出现，那么，法庭将会及时通知缺席的审理过

程和判决结果。法庭应当及时通知缺席的被告人，保障其知情权，并使缺席的报告人了解庭审的整个过

程和结果。 
这四种救济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刑事审判缺席制度，使之更加成熟和科学。而我国的

刑事审判缺席制度，虽处于起步阶段，却是顺应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是一种

具有先进性的制度。 

6. 结论 

在历史发展趋势下，各国相继设立了刑事审判缺席制度，以打击刑事犯罪。而 2018 年新修改的《刑

事诉讼法》中也设立了刑事审判缺席制度，推动了各国联合打击境外贪污罪，使国际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当前，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还在持续深化，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缺席制度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不断的完善，可以使其与当前的司法改革潮流相适应，推动我国的司法制度建设与发展。另外，我

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缺席制度已初步建立，但仍有很多具体问题有待解决。本文从扩大适用范围、规范适

用程序、加强人权保障等方面着手，从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入手。最后，必须指出，

一个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必须通过我们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问题和缺陷，并逐步地加以解决和完

善。我国刑事审判中的缺席制度还处于不完美的阶段，想要变得完善且合理仍然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工

程，还需要为其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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