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

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公安局: 

  为及时、准确打击毒品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

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对公安机关毒品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作出

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此规定立案侦查，各级检察机关应当

依照此规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分别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 

  第一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

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予立案追诉。 

  本条规定的“走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将其运输、携带、寄递进出国（边）境的行为。直

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毒品，或者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毒品的，

以走私毒品罪立案追诉。 

  本条规定的“贩卖”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注射的毒品，对代购者以贩卖毒品

罪立案追诉。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注射的毒品，毒品数量达到本规定第二条

规定的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和代购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立案追诉。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

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立案追诉。 

  本条规定的“运输”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寄递、托运、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

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 

  本条规定的“制造”是指非法利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或者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或者

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为了便于隐蔽运输、销

售、使用、欺骗购买者，或者为了增重，对毒品掺杂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不属于

制造毒品的行为。 

  为了制造毒品而采用生产、加工、提炼等方法非法制造易制毒化学品的，以制造毒品罪（预备）

立案追诉。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尚未制造出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

制造毒品罪（未遂）立案追诉。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生产、加工、提炼、提供醋酸酐、乙醚、

三氯甲烷等制毒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立案追诉。 

  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实施的是走私、



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结合行为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

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邮局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携

带、运输、寄递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

运输、寄递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二）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寄递的物品

中查获毒品的； 

  （三）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藏匿

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四）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 

  （五）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者不等值的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寄递、收取物品，从中查

获毒品的； 

  （六）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 

  （七）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 

  （八）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九）以虚假身份、地址或者其他虚假方式办理托运、寄递手续，在托运、寄递的物品中查获

毒品的； 

  （十）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制造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实施的是制造毒品行为。有

下列情形之一，结合行为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

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购置了专门用于制造毒品的设备、工具、制毒物品或者配制方案的； 

  （二）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者不等值的报酬为他人制造物品，经检验是毒品的； 

  （三）在偏远、隐蔽场所制造，或者采取对制造设备进行伪装等方式制造物品，经检验是毒品

的； 

  （四）制造人员在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抗拒检查等行为，在现场查获制造出的物品，经

检验是毒品的； 

  （五）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

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适用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对同一

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

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适用罪名。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

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适用罪名，累计计算毒品数量。 

  第二条 〔非法持有毒品案（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涉嫌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鸦片二百克以上、海洛因、可卡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 

  （二）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吗啡二十克以



上； 

  （三）度冷丁（杜冷丁）五十克以上（针剂 100“g/支规格的五百支以上，50“g/支规格的一千

支以上；片剂 25“g/片规格的二千片以上，50“g/片规格的一千片以上）； 

  （四）盐酸二氢埃托啡二毫克以上（针剂或者片剂 20“g/支、片规格的一百支、片以上）； 

  （五）氯胺酮、美沙酮二百克以上； 

  （六）三唑仑、安眠酮十千克以上； 

  （七）咖啡因五十千克以上； 

  （八）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一百千克以上； 

  （九）大麻油一千克以上，大麻脂二千克以上，大麻叶及大麻烟三十千克以上； 

  （十）罂粟壳五十千克以上； 

  （十一）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非法持有两种以上毒品，每种毒品均没有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标准，但按前款规定的立

案追诉数量比例折算成海洛因后累计相加达到十克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本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违反国家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占有、携带、藏有或者

以其他方式持有毒品。 

  非法持有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依照本规定第一条第八款的有关规定予以认定。 

  第三条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案（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犯罪分子，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作虚假证明，帮助掩盖罪行的； 

  （二）帮助隐藏、转移或者毁灭证据的； 

  （三）帮助取得虚假身份或者身份证件的； 

  （四）以其他方式包庇犯罪分子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事先通谋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立案追诉。 

  第四条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案（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为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应予立案追诉。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事先通谋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立案追诉。 

  第五条 〔走私制毒物品案（刑法第三百五十条）]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

出国（边）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1-苯基-2-丙酮五千克以上； 

  （二）麻黄碱、伪麻黄碱及其盐类和单方制剂五千克以上，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一百千克以

上； 

  （三）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去甲麻黄素（去甲麻黄碱）、甲基麻黄素（甲基麻黄碱）、

羟亚胺及其盐类十千克以上； 

  （四）胡椒醛、黄樟素、黄樟油、异黄樟素、麦角酸、麦角胺、麦角新碱、苯乙酸二十千克以

上； 

  （五）N-乙酰邻氨基苯酸、邻氨基苯甲酸、哌啶一百五十千克以上； 

  （六）醋酸酐、三氯甲烷二百千克以上； 



  （七）乙醚、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高锰酸钾、硫酸、盐酸四百千克以上； 

  （八）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相当数量的。 

  非法运输、携带两种以上制毒物品进出国（边）境，每种制毒物品均没有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

的数量标准，但按前款规定的立案追诉数量比例折算成一种制毒物品后累计相加达到上述数量标准

的，应予立案追诉。 

  为了走私制毒物品而采用生产、加工、提炼等方法非法制造易制毒化学品的，以走私制毒物品

罪（预备）立案追诉。 

  实施走私制毒物品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查获了易制毒化学品，结合行为人的供述和其他

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其“明知”是制毒物品而走私或者非法买卖，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

骗的除外: 

  （一）改变产品形状、包装或者使用虚假标签、商标等产品标志的； 

  （二）以藏匿、夹带、伪装或者其他隐蔽方式运输、携带易制毒化学品逃避检查的； 

  （三）抗拒检查或者在检查时丢弃货物逃跑的； 

  （四）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的； 

  （五）选择不设海关或者边防检查站的路段绕行出入境的； 

  （六）以虚假身份、地址或者其他虚假方式办理托运、寄递手续的； 

  （七）以其他方法隐瞒真相，逃避对易制毒化学品依法监管的。 

  明知他人实施走私制毒物品犯罪，而为其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便利的，

以走私制毒物品罪的共犯立案追诉。 

  第六条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刑法第三百五十条）]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制毒物

品，数量达到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非法买卖两种以上制毒物品，每种制毒物品均没有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标准，但按前款

规定的立案追诉数量比例折算成一种制毒物品后累计相加达到上述数量标准的，应予立案追诉。 

  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本条规定的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 

  （一）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二）超出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范围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三）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四）经营单位违反规定，向无购买许可证明、备案证明的单位、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或者明知购买者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向其销售易制毒化学

品的； 

  （五）以其他方式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的。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未

办理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如果有证据证明确实用于合法生产、生活

需要，依法能够办理只是未及时办理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可不以非

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立案追诉。 

  为了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而采用生产、加工、提炼等方法非法制造易制毒化学品的，以非法买卖

制毒物品罪（预备）立案追诉。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依照本规定第五条第四款的有关规定予以认定。 



  明知他人实施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而为其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便

利的，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共犯立案追诉。 

  第七条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非法种植罂粟五百株以上的； 

  （二）非法种植大麻五千株以上的； 

  （三）非法种植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 

  （四）非法种植罂粟二百平方米以上、大麻二千平方米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面积较大，尚

未出苗的； 

  （五）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 

  （六）抗拒铲除的。 

  本条所规定的“种植”，是指播种、育苗、移栽、插苗、施肥、灌溉、割取津液或者收取种子

等行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株数一般应以实际查获的数量为准。因种植面积较大，难以逐株清

点数目的，可以抽样测算每平方米平均株数后按实际种植面积测算出种植总株数。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不予立案追诉。 

  第八条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案（刑法第三百五十二条）]非

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予立案追诉: 

  （一）罂粟种子五十克以上、罂粟幼苗五千株以上； 

  （二）大麻种子五十千克以上、大麻幼苗五万株以上； 

  （三）其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数量较大的。 

  第九条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案（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的，应予立案追诉。 

  第十条 〔强迫他人吸毒案（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违背他人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

制手段，迫使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应予立案追诉。 

  第十一条 〔容留他人吸毒案（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提供场所，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两次以上的； 

  （二）一次容留三人以上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因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被行政处罚，又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四）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五）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六）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情节严重的。 

  第十二条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案（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依法从事生产、运输、

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个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

人员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

案追诉: 



  （一）非法提供鸦片二十克以上、吗啡二克以上、度冷丁（杜冷丁）五克以上（针剂 100mg/

支规格的五十支以上，50mg/支规格的一百支以上；片剂 25mg/片规格的二百片以上，50mg/片规格

的一百片以上）、盐酸二氢埃托啡零点二毫克以上（针剂或者片剂 20mg/支、片规格的十支、片以上）、

氯胺酮、美沙酮二十克以上、三唑仑、安眠酮一千克以上、咖啡因五千克以上、氯氮卓、艾司唑仑、

地西泮、溴西泮十千克以上，以及其他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数量较大的； 

  （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两次以上，数量累计达到前项

规定的数量标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三）因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被行政处罚，又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四）向吸食、注射毒品的未成年人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五）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

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提供国家规定管制

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

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以走私、贩卖毒品罪立案追诉。 

  第十三条 本规定中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

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体品种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公安部、卫生部发布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为依据。 

  本规定中的“制毒物品”是指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

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具体品种范围按照国家关于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规定确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中未明确立案追诉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有关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折算标准进行折算。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立案追诉标准，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于相关的单位

犯罪。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的“以上”，包括本数。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