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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司法警官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3：劳动教养学》是专门介绍有关劳动教养人员、劳动
教养机关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和教育理论，以及对于劳动教养人员进行心理矫治和回归社会后的社
会保护等内容，具有法律性、政策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因此，在编写本教材时我们本着劳动教养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将新知识和新方法引入
，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另外，我们围绕司法警官学院本、专科学生对掌握劳动教养基础知识及运用要求进行了重点阐述。
在编写时，在每章中编写了案例导入、典型人物介绍、至理名言、延伸阅读、实训设计、实务训练等
相关内容，补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附有主要的参考资料，以方便学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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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劳动教养案件审核工作的实施（一）县级案件的审核1.审阅案卷。
县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接到本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报送的劳动教养案件后，应当组织二名以上民警对
呈报的劳动教养案件，进行专门审核，由专人负责审阅案卷，掌握案情的基本情况，发现其中的疑点
和冲突，把握案情的关键点，并根据劳动教养有关法律法规，对案情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分析。
尤其在案情的定性上，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才能定性准确。
2.讯问违法犯罪嫌疑人。
县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审核劳动教养案件，应当讯问违法犯罪嫌疑人，对其主要违法犯罪事实和证据
进行复核。
讯问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除有碍调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教师到场。
讯问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应当制成详细的笔录，由违法犯罪嫌疑人核对并签名或者按捺指印。
3.调查取证。
经过审阅案卷、讯问违法犯罪嫌疑人等环节后，审核人员对案情仍有疑点，认为仍然缺乏翔实有力的
证据时，可以采取询问证人、检验、鉴定等方法继续调查取证，以完善补充相关证据。
4.呈请审批。
对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报送的劳动教养案件，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应当在三日内审核完毕，并写
出《审核报告》，《审核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对主要违法犯罪事实和证据进行复核的情况；处理意
见和法律依据，包括对违法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单位所外执行申请的审核意见；审核人员名单；
其他有关情况。
根据案件情况，认为违法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在《劳动教养呈
批报告》上签署意见，报经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加盖本级公安机关印章，连同《审核报告》
报送地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审核；认为基本事实不清、基本证据不足，或者需要查证其他违法犯罪问
题的，应当列出补充调查提纲，退回办案部门限期补充调查（必要时，法制部门也可以自行补充调查
）；认为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应当写明理由，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其
他处理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退回办案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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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教养学》：全国司法警官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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