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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聚焦“两高”报告十大法治亮点

“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如期实现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等在记者会上表示对贪腐分子非法所得一追到底不设时限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反腐败
依法审理孙政才等重大职
务犯罪案件，严惩各类职务
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审理孙政才
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各级法院审结贪
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8万件3.3万人。

最高检报告提出，受理各级监委移
送职务犯罪16092人，已起诉9802人，
不 起 诉 250 人 ，退 回 补 充 调 查 1869
人次。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王树江说，两高报告彰显党中央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坚
强决心。对于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
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将继续加大惩处和
打击力度。

扫黑除恶
严惩“村霸”“市霸”，审结黑
恶势力犯罪案 5489 件 2.9
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黑恶势力犯
罪案件5489件2.9万人，依法审理穆嘉
案、曾宪波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涉黑涉
恶案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明确 11 类打击
重点。批捕涉黑犯罪嫌疑人11183人，
批捕涉恶犯罪嫌疑人 62202 人。洛宁

“十八兄弟会”、闻喜“侯氏兄弟”、白城
史淼等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涉黑团伙
受到严惩。起诉黑恶势力犯罪“保护
伞”350人。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公安厅常务
副厅长袁友方说，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应坚持“扫黑除恶”与“破网打伞”同
步推进，维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保护民企合法权益
依法甄别纠正一批涉产权
冤错案件，再审改判张文中
无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慎适用强制措
施，禁止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
物，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
理。加大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清理力
度，再审改判张文中无罪，依法甄别纠

正一批涉产权冤错案件，发布两批 13
个典型案例。

最高检报告提出，直接督办涉产权
刑事申诉 68 件。全案错了全案纠正，
部分错了部分纠正，既不遮丑护短，也
不“一风吹”。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黄立说，优化营商环境，应进一步推动
依法治国，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
安全，让他们安心、放心。

严惩环境犯罪
起 诉 破 坏 环 境 资 源 犯 罪
42195 人，审结污染环境犯
罪案2204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严惩污染环境犯
罪，审结相关案件 2204 件。审结环境
资源案件25.1万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42195人，同比上升21%。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律师协会会
长杨玉芙说，应该继续完善环境立法，
强化环境执法，用法治的力量保护碧水
蓝天。

打击民生领域犯罪
审 结 涉 民 生 案 件 111.1 万
件，惩治“套路贷”、保健品
诈骗等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涉及教育、
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等案件 111.1 万
件。严厉打击“套路贷”诈骗。依法审
理利用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等案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坚决惩治“套路
贷”“校园贷”所涉诈骗、敲诈勒索等犯
罪，起诉 2973 人。起诉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
罪26974人，同比上升10.9%。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
说，对于“套路贷”、集资诈骗、保健品诈
骗犯罪等近期社会关注度高、涉及面广
的犯罪行为，司法部门积极回应。下一
步应继续坚决打击和惩治，维护社会稳
定，提升百姓安全感。

严惩涉网络犯罪
起 诉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 罪
43929 人，严厉打击侵犯个
人信息等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严厉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侵犯个人信息、利用网络窃
取商业秘密、网络传销等犯罪，审结
相关案件 8907 件。严惩破坏计算机
信息系统、利用网络开设赌场等新型
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 43929 人，同比上升 29.3%。起
诉利用网络赌博、传播淫秽物品、泄露
个人信息等犯罪 15003 人，同比上升
41.3%。

全国政协委员、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认为，网络犯罪不断升级，
严重威胁国家和社会安全。对于层出
不穷的新型网络技术，建议加强法律规
范防范安全风险发生。

纠防冤错案件
依法纠正“五周杀人案”等
重大冤错案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各级法院按照
审 判 监 督 程 序 再 审 改 判 刑 事 案 件
1821 件，其中依法纠正“五周杀人案”
等重大冤错案件 10 件。审结国家赔
偿案件 1.5 万件。落实罪刑法定、疑罪
从无等原则，依法宣告 517 名公诉案
件被告人和 302 名自诉案件被告人
无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坚持不懈纠防
冤错案件。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
的 决 定 不 批 捕 168458 人 、不 起 诉
34398 人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15.9% 和
14.1%。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副会长刘守民说，近年来，一批冤
错案件依法得到纠正。建议进一步
拓宽申诉渠道，加大纠正冤错案件力
度 ，健 全 国 家 赔 偿 法 律 制 度 和 工 作
机制。

保护食药安全
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
害食品等犯罪上万人，加大
对涉疫苗犯罪惩治力度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案件7092件。加大对涉疫
苗犯罪惩治力度。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制售假药劣
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 12360 人，同
比上升 5.5%。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发
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重点

办理影响中小学、农贸市场、网络外卖
食品安全的公益诉讼。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检察院检察
长傅信平说，当前，食药安全问题依然
存在，不容忽视。需要进一步完善法
律，加大对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
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案件
坚决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
各类犯罪，审结相关案件
2.7万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坚决惩治针对妇
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拐卖、性侵害等犯
罪，审结相关案件 2.7 万件。对一批杀
害伤害未成年人的罪犯依法判处并执
行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近年来，性侵、拐
卖、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多发，
去年起诉 50705 人，同比上升 6.8%。
与各级妇联协同维护妇女权益，起诉侵
害妇女人身权利犯罪21949人，同比上
升6.4%。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创始人
张宝艳说，期待更多强有力措施保护妇
女儿童，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的
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进一步织密
保护网。

破解执行难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
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最高法报告提出，三年来人民法院
共 受 理 执 行 案 件 2043.5 万 件 ，执 结
1936.1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4.4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98.5%、105.1%和
71.2%。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情节严重的，批捕 2376 人，同
比上升36.9%。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董开军认为，当前执行模式发生
变革，网络查控、联合信用惩戒、网络司
法拍卖等信息化手段效果明显，提高了
司法公信力，增强了人民群众法治获得
感，要健全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切实解
决执行难”目标。（记者杰文津、罗沙、李
劲峰、刘硕、梁晓飞、翟永冠、阳建）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亮点八

亮点一亮点一

亮点二

亮点三

亮点四

亮点五

亮点六

亮点九

亮点七

亮点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3 月 12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披露了一系列司法大数据。这些数据
源于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
统计区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
12 月 31 日，涉及危险驾驶、离婚纠纷、
司乘冲突等内容。

危险驾驶犯罪：高发时段集
中在20点至21点

司法大数据显示，危险驾驶犯罪案
件中，危险驾驶高发时段集中在 20 点
至 21 点，近 22.3%的醉驾案件司机血
液酒精含量超过200mg/100ml。

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mg/
100ml 以上就属于醉酒驾车。根据刑
法规定，除醉酒驾驶机动车外，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从事
校车业务和客运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
违反规定运输危化品危害公共安全等
情形，都属于危险驾驶罪范畴。危险驾
驶罪案件中，醉驾占绝大多数。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副会长朱征夫说，醉驾多数集中在晚餐

后。危险驾驶犯罪发生在公共环境下，极
易造成群死群伤。应进一步严格执法，形
成强大法律震慑，减少案件发生量。

未成年人犯罪：十年来整体
呈现下降趋势

司法大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
罪数量近十年来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
2008 年的接近 9 万人，下降到 2018 年
的3万多人。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相关报告
称，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体系。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等为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犯罪，降低
未成年人涉罪率提供了重要法治保
障。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处检察官王亮称，近年来，司法机
关普遍增设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机构，
以多种形式开展了大量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工作。

司乘冲突刑事案：超九成判
处有期徒刑

司法大数据显示，公交车司乘冲突

刑事案件中，超半数案件有乘客攻击司
机行为，其中近三成出现乘客抢夺车辆
操纵装置的情况。全部案件中超九成
判处有期徒刑。

近年来，多地发生的“车闹”案件引
发公众关注。今年的最高法报告提出，最
高法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意见，严惩妨
害安全驾驶犯罪，维护公共交通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吉林市城市
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驾
驶员刘丽岩说，既要通过完善法律、法
规提高此类行为的违法成本，也要加强
公众安全知识普及教育，让大家充分了
解司乘冲突的危险性和严重后果，共同
维护公共交通安全。

离婚纠纷：婚后 3 年至 7 年
为婚姻危机的高发期

司法大数据显示，已审结的全国一
审离婚纠纷案件显示，婚后 3 年至 7 年
为婚姻危机的高发期。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
长王会君说，从近年审理的离婚案看，
婚后 3 年至 7 年往往是婚姻产生问题
的时间段，夫妻双方应加强沟通、理解，
度过感情脆弱期，降低离婚纠纷发生

率。此外，不少地方近年来离婚率持续
上升，婚姻纠纷中财产分配争议问题突
出，这类案件处理需要法院综合考量法
理、人情做出认定。

网络购物纠纷：多因价格欺
诈、虚假宣传、产品质量不合格

司法大数据显示，近三年来，价格
欺诈、虚假宣传、产品质量不合格是引
发网络购物纠纷的主要原因，三者均占
纠纷总量 25%左右。合同是否成立、
标签不规范、优惠券使用限制等，是发
生争议的其他原因。

随着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涉及网购
的投诉和纠纷也大量出现，大数据杀
熟、默认勾选、删除差评等问题一度成
为社会热点。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电子商务法，就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电
商平台经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说，电子商务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的同
时，应更加注重规范、诚信，相关部门也
要创新监管手段，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记者：翟永冠、罗沙、梁晓飞、李劲
峰、杰文津、刘硕、薛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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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工作报告披露了一系列司法大数据

司乘冲突刑事案：超九成判处有期徒刑

□新华社记者 孙 奕 谭谟晓 罗 沙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12 日下午
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偕林、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就“基本解决执行
难”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清理历史性积案化解执行难

刘贵祥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
难”的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3月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他说，三年来，人民法院清理了一大批历史性积案，对历史性
的、多年前的案件进行全面核查，录入到信息化案件系统中，然后再
进行筛查，凡是有瑕疵、不符合结案标准的，重新查控财产，重新以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着力点，予以进一步化解和解决。

他表示，人民法院还大力推进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如建立网络
化财产查控系统、推进信用惩戒体系建设、出台失信名单制度等，来
破解执行中的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等难题。

刘贵祥表示，针对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问题
及执行作风不端、执行纪律不严等现象，人民法院打造了信息化数
据铁笼，实现对执行案件的全方位监控。还制定了 50 多个执行方
面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严格约束执行权的运行，控制执行权
的滥用。

争取今年年底提交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刘贵祥表示，尽管“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
现，但在有些地区、有些方面执行难依然存在，甚至还比较突出，实
际上“我们对存在的问题和短板还是心中有数的”。

他举例，以信息化建设来说，虽然我们建立了网络查控系统，但
实践中存在着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情况，虽有网但捞不着鱼，这是
个短板。另外，查控系统还存在运行不畅、部分信息不准确的现象。

他介绍，下一步要推进完善强制执行的立法体系。目前，民事
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按照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要求，紧锣密鼓地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争取在今年年底
将草案提交审议。

加大对贪腐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

刘贵祥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发挥司法职能，
惩治贪腐犯罪的同时，加大了对贪腐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追缴其
非法所得，提高违法犯罪成本。

他说，2015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
其中对贪污贿赂犯罪增加了“罚金刑”，从相关司法解释可以看出，
对贪腐犯罪的“罚金刑”适用标准要远远高于一般犯罪“罚金刑”的
适用标准，同时，对于没有追缴到案的犯罪分子非法所得，要一追到
底，不设时限，随时发现随时追缴。

他透露，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共依法审结省部级以上领
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117件，117人。其中29人被判处没收全部个
人财产，其余88人被判处罚金、没收部分个人财产。财产刑全部执
行到位。绝大多数犯罪分子的贪污所得被全部追缴。

在执行中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结合

在执行工作中，对企业的执行有时会面临两难。比如，当企业
陷入债务危机时，法院如果加大执行力度，很可能造成企业破产。
如何把加大执行力度和追求最好的社会效果有机结合呢？

刘贵祥表示，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要坚持公权力的审
慎性和谦抑性，审时度势进行把握。尽可能采取执行和解的办法，
与双方当事人沟通，让企业能够活下来，保住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他表示，要做好执行和破产程序的衔接，通过破产重整和破产
和解，进行新的债务组合。“有很多企业畏惧提破产这个事，实际上
有时重整和和解是解决债务危机的一个很好办法。”

刘贵祥还表示，对法院来说，在采取查封等控制措施的时候，一
定要把握好界限。绝不能明显超标查封，能活封的不要死封，尽可能
采取对生产经营影响最小的执行方式。不能把民事纠纷当做刑事犯
罪去处置。

“在执行程序中，法官要有充分的考量，要追求最好的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他说。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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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举行全
体会议，听取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和最高人民
检 察 院 工 作 报
告。报告中的一
系列法治亮点引
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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