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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8年5月2 6日至2 7日，中國刑事警察

學 院 舉 辦 該 院 成 立 7 0 周 年 慶 典 活 動 之 “ 第

三屆偵查學與法庭科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局杜淑森副局長、孫錦輝校長、梁潔蘭處

長及劉少剛職務主管應邀前往瀋陽市出席會

議。與會者包括來自美國、英國、丹麥、德

國、意大利、俄羅斯、西班牙、澳洲、白俄

羅斯、塞爾維亞、韓國、沙特阿拉伯、突尼

斯、新加坡及中國澳門等共計40個國家和地

區的 11 7 名專家學者，以及全國各地公安機

關、公安院校、最高人民檢察院、解放軍總

政治部、科研院所、知名企業的90名業內專

家和知名學者，合計二百餘人。

是次研討會以“新時期偵查學與法庭科

學面臨的挑戰與對策”為主題，研討內容包

括新形勢下犯罪偵查治理、大數據與人工智

能在偵查中的應用、國際警務交流與合作、

法庭科學證據取證、金融犯罪防控、毒品問

題、恐怖主義防範、信息化偵查、視頻偵查

等，與會代表圍繞當中的疑難和熱點議題進

行了熱烈的討論和深入的交流，共同為刑偵

工作發展出謀劃策。

大會共安排39位國內外專家學者作專題

發言，相互切磋砥礪，成果豐碩。其中，中國

刑事警察學院院長郝宏奎發表《第四次工業

革命與犯罪偵查治理戰略》，闡述了非接觸式

犯罪的發展趨勢，提出了此類犯罪的偵查治理

目標與舉措；突尼斯外交部代表發表《突尼斯

法庭科學與刑事偵查所面臨的挑戰》，探討構

建多邊合作框架機制，促進法庭科學人員業務

能力的提升；白俄羅斯內務部警察學院代表發

表《白俄羅斯法庭科學發展的現狀和未來》，

介紹當地各級偵查機構的司法鑑定職責，以及

未來的發展路向；德國聯邦刑警總局代表發

表《德國聯邦刑警總局聯合網絡中心工作介

紹》，分享該國關於網絡犯罪調查與打擊伊斯

蘭恐怖主義的工作情況；西安市公安局代表發

表《刑事案件全偵查的新思維與實踐》，以西

安市應對多發性案件為例，提出以“類案偵

查”概念為基礎，進行案件全偵查，從而提升

破案率；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鑑定中心代表發

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與技術性證

據審查若干問題研究》，提出加強相關專業技

術隊伍建設，健全對鑑定意見等技術性證據的

科學審查機制，提高對此類技術性證據的審查

判斷能力。

透過是次會議，本局人員瞭解到當今世界

在偵查學與法庭科學領域的焦點問題及相關對

策，達到集思廣益之效，又與來自各地的專家

學者交流及討論，與同行之間加深了認識，增

進了友誼，對本局的物證鑑定和分析工作有一

定的助益。

出席“第三屆偵查學與法庭科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