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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管辖制度 边区对具体案件的管辖，除审级管辖外，还有以下几种： 1.区域管辖。《
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规定，“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所在地司法机关管辖。”对于原被告不
在同一县范围内的，原告可直接到被告所在县司法处控告，由被告所在县司法处管辖，原告也可向所
在县司法处控告转函被告所在县司法处代传被告到案。 2.协议管辖与指定管辖。刑事案件被告人分布
在数县，或案件发生在数县得互相协商，由一县级司法机关管辖，或以一县为主，其他有关各县协同
办理。当审级管辖或区域管辖发生争议，或管辖不明时，可由上级司法机关指定管辖，刑事案件牵连
数司法机关，经过协商仍有争议，得以职权指定下级机关管辖。 3.移送管辖。边区虽有管辖的明确规
定，但因群众缺乏法律知识，起诉和上诉仍经常发生与管辖不合的错误，边区法律规定，“无管辖权
的案件，转移于应管辖之机关”。 4.汉奸罪的管辖。抗战时期，汉奸罪属于特种案件，其管辖居于特
别重要的地位，主要是按照职能管辖进行的。职能管辖是指公安、司法、检察三机关管辖案件的范围
，由于当时检察机关不是独立的工作部门，附设于各级司法机关，是各级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职能
管辖主要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划分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管理案件的范围，特种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管
辖，普通刑事案件由司法机关管辖。 特种刑事犯罪是指汉奸罪、盗匪罪、烟毒罪、贪污罪、破坏坚壁
清野罪和法律规定的属于特种刑事的其他犯罪。公安机关依据法定手续，对于证据确凿的特种刑事犯
罪有逮捕权，对于扰乱社会治安，破坏边区的非法分子有权拘留，对于特种刑事犯罪分子，主要是敌
探、汉奸、盗匪，不论其为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群众，公安机关均可以行使检察机关的职
权，实行侦查。军法审判机关拘捕的特种刑事犯，如有侦查必要时，应于5日内连同案卷、证据以及
被告人携带的物品，一并交给公安机关先行侦查，侦查期限为两个月，遇有特殊情况，经该管政府兼
理军法官批准，可以延长两个月，但以一次为限。侦查结束后，应向军法审判机关提起公诉，或者做
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如果特种刑事犯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的军法官进行审判；如果特种刑事犯是
普通公民，则由同级政府首长兼理军法官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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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锄奸反特法制研究》以史鉴今，以史育人，存史资政，以期对今天的安全保卫
法制建设和公安政法人才培养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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