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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管理”框架下案件管理的优化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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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深入剖析“三个管理”框架下案件管理的职能作用，明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对三个管理的具体要求，分

析案件管理的实践困境与制度瓶颈，进而提出做优案件管理服务保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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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role of case manage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Three Management", clarifie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handling every case with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for the three management, analyzes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and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of case management,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case 

management services to ensure "handling every case with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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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三者关系探析

（一）业务管理为“纲”：战略引领与动态调控

业务管理是对检察机关各项检察职能活动的整体规划、组

织、协调和控制过程 [2]。它不仅包括宏观管理，也涵盖微观管

理，涉及业务指导、业务评价、业务管控、业务保障和外部监督

等多个方面。业务管理通过设定科学合理的业务目标、优化资源

配置、完善业务流程等措施，为案件管理和质量管理提供坚实基

础，确保检察工作的有序进行和检察职能的有效发挥。例如，最

高检落实国家决策部署，以法律监督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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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最高检作出“一取消三不再”决定，并部署一体抓实“三个管理”，推动构建检察“大管理”格局，引发各级检察

机关和社会上广泛关注。应勇检察长指出：“高质效案件是办出来的，也离不开科学管理。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要真正

关注并推动落实到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环节。”“如何实现检察工作科学管理，成为当务之急，亟需我们边思考、边实践、边完善。”

本文旨在探讨“三个管理”格局下案件管理的科学定位与职能作用，为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1]。

2025年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 [3]。

( 二）案件管理为“基”：程序保障与效能提升

案件管理侧重于对案件从受理到办结的全过程进行精细化管

理，包括案件分配、流程监控、节点控制、质量评查等（质量评

查等手段兼具案件管理与质量管理双重属性），通过建立科学的

办案机制、规范办案程序、强化监督制约，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

得到公正、高效、规范的处理。案件管理的基础地位体现在其直

接作用于案件本身，是提升案件质量、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所

在。因此，案件管理可以视为业务管理在案件层面的具体体现和

深化，并对业务管理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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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管理为“要”：闭环控制与结果运用

 质量管理贯穿于检察业务管理和案件管理的始终，是对检察

工作质量的综合评价和持续改进过程。质量管理为业务管理和案

件管理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和目标。通过制定科学的质量管理

标准和指标体系，引导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更加关注案件质量；

通过定期评估和分析案件质量，推动业务管理和案件管理的不断

完善和提升；通过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级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

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 [4]。

（四） 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之间的关系 

业务管理的外延包含了案件管理、业务管理，案件管理的外

延包括质量管理，但质量管理部全部属案件管理，案件管理与质

量管理带有交叉关系。检察业务管理为案件管理和质量管理提供

了基础和框架，案件管理是业务管理在案件层面的具体体现，质

量管理则是对业务管理和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三者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5]。

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对三个管理的要求

最高检提出要让“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成为新时代新征

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这体现了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

统一，质量、效率、效果有机统一，个案高质效和整体高质效有

机统一。在实体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要落实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做到法理情有机统一；在程序上让公平正义更好更

快实现，要兼顾“更好”与“更快”；在效果上让人民群众可感

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

（一）强化业务管理，引领检察工作整体效能

要优化业务布局，合理调整业务结构，明确各业务部门职责

定位，避免职能交叉重叠；完善内部协作机制，加强各业务部门

之间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要加强上级院对下级院

办案的领导监督，压实监督管理责任。

（二）深化案件管理，着力办案质量与效率并重

建立健全案件管理机制，完善案件受理、分配、流转、监督

等各环节的管理制度；强化流程监控和节点控制，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对案件办理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实施案件质

量评查制度，建立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同时，实现管案

与管人的有机结合，将案件管理结果运用于检察官绩效考核 [6]。

（三）加强质量管理，确保个案质量持续改进

明确质量标准，制定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标准体系；建立质

量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分析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质量信息并督促

整改；推动质量持续改进，将质量管理融入检察工作全过程；同

时，引导检察人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事业观，将办案质量作为

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四）一体抓实“三个管理”，向科学管理要质效

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

系，缺一不可。应结合实际，统筹分析“三个管理”各自的侧重

点，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重点，向管理要战斗

力，用管理出高质效，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落到实处” [7]。

三、案件管理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中的作用

和着力点

（一）构建制度保障和支撑体系

通过建立健全的案件管理制度和机制，为检察办案提供坚实

的制度保障。这些制度和机制涵盖了案件的受理、流转、办理、

监督、评价等环节，确保检察工作的规范性和高效性。

（二）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

通过严格案件准入、强化流程监控、注重质量评查等措施提

升办案质量和效率。严格案件准入确保案件材料齐全、规范；强

化流程监控防止案件超期、程序违法等情况的发生；注重质量评

查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改进措施。

（三）促进司法公正和透明

通过加强外部监督、公开案件信息等方式促进司法公正和透

明。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开展检察听证等增强检察工

作的透明度；及时公开案件办理进度、结果等信息保障当事人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四）强化内部协同与监督效能

通过促进构建立体化的检察业务管理组织体系，统筹协调整

个机关各个部门形成合力确保案件得到高效、公正处理。同时，

通过管案与管人的有机结合对办案人员的业绩进行客观评价激励

检察人员更加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五）推动检察工作现代化

通过践行科学管理、智能管理等现代管理理念以及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检察工作现代化。实现案

件管理工作的理念、体系、机制、能力现代化提升案件管理的智

能化水平 [8]。

四、案件管理的实践困境与制度瓶颈

理念层面，一是曾较长时间内存在数据驱动依赖症，习惯于

用指标数据来“指挥”和“受指挥”；二是监督畏难情绪，质量评

查中存在“不敢评、不会评”心理。机制层面，一是过去先后经

历分散管理与专门管理，前者容易出现管理脱节，后者瓶颈是专

门机构的人员力量难以应对集中管理；二是外部监督介入不足，

尚未深度嵌入管理闭环；技术层面，一是数据壁垒，政法机关数

据共享率低，影响类案监督效能；二是系统瑕疵，统一业务系统

尚存在不足。在案件管理各项具体工作中则曾遇到以下问题：

（一）案件受理和流转工作有待改进

案件受理中存在审核把关不严格的问题，如受案标准执行不

统一、繁简分流机制不健全等导致一些不符合条件的案件“带

病”流转。此外，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上也存在短期案件分配不

均、系统无法自动识别案件繁简等问题 [9]。

（二）案件质量评查需深化广度和深度

在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规定》

前，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曾存在评查范围覆盖不全、评查方式方法创

新不够、评查标准不够统一、评查深度不够以及评查结果运用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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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案件质量评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案件流程监控实质化开展不广泛

案件流程监控工作中存在科技赋能不强、流程监控机制不完

善、“刚性”不足以及监控人力不到位等问题，导致流程监控工作

未能充分发挥其在规范司法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四）数据质量监管与运用有待加强

数据质量监管方面存在数据质量未做到足够牢靠、数据分析

应用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业务分析研判的深入开展和向更深

品质层次的提升。另一方面，案管部门与其他部门齐抓共管的立

体式“大管理”格局有待加强。

（五）外部监督有待规范和深化

人民监督员制度、听证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认识不到位、工作

开展不均衡、参与形式化以及组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同时，案

件信息公开方面也存在不规范的现象 [10]。

五、做优案件管理服务保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的对策建议

（一）筑牢政治建设根基 

案件管理工作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要站在新时代检察工

作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案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盼。

（二）构建贯通推进机制 

一是案件管理要与业务管理、质量管理一体抓实、贯通推进，

按照三者之间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特点，一体抓实办案质效分

析、办案流程管理和案件质量检查评查等工作。二是加强管案与管

人衔接，统筹完善激励与追责惩罚等机制，做到管理到位不缺位、

适度不过度，更好促进检察官依法履职、检察权公正行使。

（三）优化案件受理全流程管控 

要进一步严肃受案纪律，完善受案流程，强化全员责任意

识，做到事实清楚再受案、证据充分再受案、程序完备再受案。

同时细化完善分案规则建立案件类型研判、分流机制实现案件繁

简分流、专业匹配的最优化。

（四）深化流程监控刚性约束 

案件监控应坚持动态、全程、实时原则，运用大数据等信息

化手段，加强关键节点、突出问题的精准监督。要依托大数据赋

能增效，加强与政法单位的工作协同，强化监管的刚性约束，不

断提升案件流程监控的信息化、精细化水平。

（五）健全质量评查闭环体系 

落实《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规定（试行）》，

建立健全“每案必检”工作机制，对办理的每一个案件探索由不

同主体、不同层级，采用不同形式、各有侧重的案件质量检查与

评查方式，推动实现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常态化、规范化。从评

查工作的组织、评查类型及内容程序、评查结果运用等进行细化

明确，构建立体化、精细化、全流程的案件质量管控体系，要

注意强化办案部门自我管理，构建办案人员自查、办案部门检

查、案管部门评查相结合的案件质量管控体系。

（六）夯实数据治理基础工程 

提高数据填录质量，提升业务分析研判水平。坚持客观性、

系统性、实用性、专业性、比较性、透明性原则，充分运用态势

分析、专题分析、综合分析，加强对重点案件类型、重点办案领

域、重要业务态势开展深入分析研判，充分重视、发挥“三个结

构比”对于依法办案、强化法律监督工作的牵引指向作用。加强

联动机制，提增研判成效。

（七）完善外部监督机制

要完善人民监督员和听证员“两员”选任和抽选工作机制，

规范工作开展流程，强化意见建议的刚性。依法保障律师的合法

权利，畅通律师意见建议反映渠道等方式，不断提升律师阅卷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八）加强案管制度建设

加强案管工作制度的统筹协调综合集成，构建“1+N”工作

制度，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规范管用的案管工作制度体

系。同时拓宽监督渠道，创新监督方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九）推进智慧案管赋能工程 

主动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 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案管工作质

效。开发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 建设集法律、业务、数据为一

体的案管工作知识图谱 , 实现案情分析、证据审查、文书比对等辅助

办案功能 , 提高办案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大数据应用平台建

设 , 汇聚各类司法办案数据 , 对办案数量、类型等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

为检察决策提供大数据支撑。加快推进案管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

以高水平信息化智能化引领和保障案管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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