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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司法局 重庆市公安局 
关于依法处理扰乱公证执业秩序 

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见 
渝司发〔2020〕14号 

 

各公安分局，区县（自治县）公安局、司法局，市公证处： 

为切实加大对扰乱公证执业秩序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和打

击力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证执业正常秩序和社会

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等法律规定，重庆市公安局和重庆市司法局就办理扰乱公

证执业秩序违法犯罪案件有关问题，联合制定本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查处打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

社会公众法律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公证法律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公证法律服务为促进本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市场秩序、维护社

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健全社会信用、预防纠纷和减少诉讼等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近年来，违法行为人通过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或假冒权利人骗取公证书，伪造、变造或者买卖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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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造的公证书、公证机构印章，利用虚假公证书从事欺诈等扰乱

公证执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了公证行业社

会公信力和正常公证执业秩序，也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

出台《关于依法处理扰乱公证执业秩序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见》，

对于依法遏制和惩处扰乱公证执业秩序违法犯罪具有现实意义

和重要作用。 

二、正确适用法律，切实做到宽严相济、不枉不纵 

（一）公证申请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伪造、变造、买卖国

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印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依法需追究刑事责任

的，予以立案： 

1．曾因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受过

刑事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 

2．公证申请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向公证机构提供其他虚

假证明文件构成犯罪的； 

    3．一年内曾因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

章受过行政处罚的； 

4．二年内 3 次以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印章的； 

5．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 3 件、本、枚、

份以上或者不到 3 件、本、枚、份，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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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印章给国家、集体或

个人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7．其他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印章行为的； 

8．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二款规定，伪造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证申请人冒用他人身份等信息骗取公证书实施诈

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以涉嫌诈骗罪立案，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公证申请人在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寻衅滋事，辱骂、殴

打工作人员，毁损公私财物，扰乱公证机构办公场所秩序的，依

法予以治安处罚，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二百九十三条

规定的，分别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聚众扰乱秩序，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的，以涉嫌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公证申请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

或者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依照《居民

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伪造、变

造的居民身份证，由公安局予以收缴；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

条第三款规定的，以涉嫌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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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证申请人实施上述（一）、（二）、（三）、（四）

项规定的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予以治安处罚。 

（六）中介组织等机构的人员，教唆他人进行以上违法犯罪

的，按照共同违法犯罪追究责任。 

三、明确职能职责，加强协作，形成查处打击的合力。公安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公证机构等要各施其责，切实加强协作配

合，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信息汇总通报机制等方式，加强工

作交流，共享信息资源，切实履行各自工作职责，形成打击扰乱

公证执业秩序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合力，切实加大依法查处和打

击扰乱公证执业秩序违法犯罪活动。 

（一）公安机关接到公证机构报案后应及时受理，认真开展

调查工作，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确有违法

犯罪事实的，依法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 

    （二）公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规定，加

强对公证申请人陈述和提交材料的核实和审查，重视利用高科技

手段防范造假行为。在审查中发现当事人有虚假陈述或者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保存证据，及时

向公证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向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汇

报有关情况，并及时将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公证申请人列入全市

公证信息平台的黑名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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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强化对公证机构、公证人员的监

督指导，提高其防范能力。 

（四）公证机构在日常业务中甄别出的嫌疑信息要建立造假

行为档案，定期向属地公安机关通报可疑信息；公安机关要认真

开展调查，全面收集和固定证据，对确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要依

法处理和打击。对公证机构因工作派员前往户籍管理部门核查当

事人户籍信息、身份档案的，应依法予以配合和提供便利。 

（五）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信息

汇总机制等长效的沟通协调平台，加强舆论宣传，及时曝光扰乱

公证执业秩序违法犯罪案件，以震慑企图违法犯罪的人员，切实

维护公证社会公信力和我市社会和谐稳定。 

《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司法局关于依法处理扰乱公证执业

秩序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见》（渝公发〔2014〕70 号）与本文件

有不同之处，以本文件为准。 

 

 

                           重庆市司法局  重庆市公安局 

                                  2020 年 4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