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腐、扫黑、纠防冤错案……聚焦两高报告十大法治亮点

2018 年，是检察机关职能调整、机构改
革的关键一年———

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积极适应反贪转
隶，推进“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总体布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12 日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透过工作报告呈现的“四大亮点”，新
时代检察工作全面发力的路径清晰可见。

推进“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总

体布局

内设机构改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十个
检察厅进入公众视野，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四大检察”并行的法律监督总体布局
形成。

“这是一场‘动筋骨触灵魂’的系统性、
重构性改革，‘四大检察’为做好新时代检察
工作描绘了基本轮廓，为检察机关聚焦法律监
督主业提供了组织保障。”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田云鹏代表说。

转隶成为转机，内设机构改革则是破题之
举。

“捕诉一体”解决批捕、起诉职能分别行
使影响办案质效问题；分设民事、行政检察机
构，着力解决“重刑轻民”问题；专设公益诉
讼检察机构，忠实于公共利益代表的嘱托和法
律赋权……

“四大检察”布局，让法律监督不断做实
做强做优，更加全面协调充分。

一年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有序推
进。

报告显示，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不断完善；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不断
深化； 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涉及
的 46 项改革举措备受关注。

一年来，监检衔接配合顺畅，互相制约原
则有效落实。

检察机关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
16092 人，已起诉 9802 人，不起诉 250 人。

“反贪反渎职能转隶后，检察机关仍然是
反腐败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重庆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代表说，检察机关明确专
门内设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制定办理监察
机关移送案件办法，促进了监察程序与刑事诉
讼程序的有效衔接。

勇闯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检察

之路

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益诉讼制
度瞄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重点领域问
题，成为检察机关推进司法为民、社会治理的
创新举措。

报告指出，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办理民事
公益诉讼 4393件、行政公益诉讼 108767件。其
中，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59312件、食品药
品安全 41118件、英烈权益保护 57件……

公益诉讼，让违法者必须为恢复受损公益
“买单”。

报告显示，一年来，检察机关督促治理被污染损毁的耕
地、湿地、林地、草原 211 万亩；督促清理固体废物、生活垃
圾 2000 万吨；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费用 30 亿元……

“去年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理了一批侵占破坏海域海岸线
案件、非法排放污水废水和非法处置实验动物尸体案件。”海
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邓小刚代表说，检察机关与环保部门形成
合力，从源头上推动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
难”问题，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从用法治力量让“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到用法律
手段捍卫英烈尊严；从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状

态，到将提起诉讼做成生动法治课……中国
特色公益诉讼检察之路越走越宽阔。

秉持为民司法传递检察温情

“让群众点外卖更放心”“ 1796 位检
察长兼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将心比心对
待群众信访”……

报告中一个个关怀民生的工作举措，不
断落细、落小、落实，成为法治温度的生动
注脚。

这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担当———
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提前介入

“昆山反杀案”，支持公安机关撤案；认定
福州赵宇见义勇为致不法侵害人重伤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让正当防卫“挺直腰杆”，昭
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这是踏踏实实的获得感———
报告显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检察机关批捕涉黑犯罪嫌疑人 11183 人，
已起诉 10361 人，批捕涉恶犯罪嫌疑人
62202 人，已起诉 50827 人，起诉黑恶势力
犯罪“保护伞” 350 人。

这是真真切切的法治关怀———
针对近年来涉未成年人犯罪的多发态

势，检察机关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在最高检和各省级检察院专设未成年人检察
机构；明确 8 类陷入困境未成年人可获国家
司法救助；向教育部发出最高检第一号检察
建议……

针对非法疫苗、外卖卫生、病死猪肉等
民生关切的食药安全问题，报告显示，检察
机关部署专项监督， 5 万余家不合格网络餐
饮店铺得到整改。 2018 年，全国检察机关
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犯罪
12360 人。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监督不是零和博弈，监督与被监
督目标一致，都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报告说。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忠诚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
监督，努力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年来，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但无需逮

捕的决定不批捕 116452 人，对犯罪情节轻
微、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
1 0 2 5 7 2 人，同步分别上升 4 . 5 % 和
25 . 5% 。
坚持不懈纠防冤错案件———
一年来，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

不足的决定不批捕 1 6 8 4 5 8 人、不起诉
3 4 3 9 8 人，同比分别上升 1 5 . 9 % 和
14 .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的“李锦莲故意杀人案”“邹俊敏贩卖毒
品案”均得到改判。

严把刑事案件“入口关”———
检察机关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监督，

紧盯有案不立、有罪未究和不当立案、越权管辖等问题，督
促侦查机关立案 22215件、撤案 18385件，同比分别上升
19 . 5% 和 32% 。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假立功”“提钱出狱”等行
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职能，让“暗箱操作”没有空
间。报告显示， 2018 年，检察机关监督纠正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不当 39287 人次，同比上升 38 . 9% 。

(记者熊丰、吴锺昊、刘邓、周闻韬、周颖、孙亮全、丁怡全、
梁建强)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12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

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郑重宣布。
3 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对人民作出
庄严承诺。

3 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执行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
民法院迎难而上、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执行难工
作格局汇聚起强大合力，坚决攻克这一阻碍司
法公正、损害人民权益的顽瘴痼疾，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破解执行难彰显法治文明进步

执行，司法案件办理程序的关键一环，实现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日趋活跃，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执
行难问题逐步显现，“法律白条”渐渐成为困扰
人民法院和当事人的突出问题。

执行难，侵害的是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损
害的是司法公信力，影响的是人民群众对全面
依法治国的信心。

决不能让执行难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拦路
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
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吹
响了破解执行难的攻坚号角。

大刀阔斧改革执行管理机制；多部门联手
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现代化
网络查控系统…… 3 年来，长期制约解决执行
难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得以逐渐消除，执行制度、
机制和模式进一步完善。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
彰显变化轨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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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 5% 、
105 . 1% 和 71 . 2%。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真正执行了判
决，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司法
的公正。”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袁爱平说，长期困扰法治实践的执
行难问题得到有效破解，是我国法治文明进步
的一大标志。

对失信被执行人加大曝光力度、全媒体直
播让网友“围观”执行行动…… 3 年来，社会各
界支持法院执行的氛围更加浓厚，助推诚实守
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破解执行难的意义，在于实现司法公正，
也在于维护社会诚信。”全国人大代表、国和控
股集团董事长陈乃科过去一年履职过程中多次
到法院调研了解执行情况。他说，让守信者受
益，让失信者难行，对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动真碰硬推动执行领域深刻变革

2019 年 2 月 9 日，正月初五。雪后的淮北
大地气温骤降。

安徽省淮北市的法院干警并没有与家人团聚。抓住一些平
时踪迹难寻的被执行人返乡过年的有利时机，干警们一天之内
执结案件 13件，执行到位金额 117 . 5 万元。

人民法院攻坚执行难，需要付出艰苦卓绝努力，更要找准病
因动真碰硬、精准施策。

这是执行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最高法先后出台

37件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将执行权运行关入“制度铁笼”。
解决“查人找物”难题，法院与 16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

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 16 类 25 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

式“一网打尽”。
破解财产变现难题，推行网络司法拍卖，

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205 亿元，有效祛除拍卖
环节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空间。

……
“通过‘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战役，我们

构建起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依托
智慧法院建立四级法院统一的管理体制，全
国一张网，一网网到底，既有效约束和规范执
行权，又极大提升执行效率。”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高院院长张甲天说。

着力解决执行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现实问题———

法院会同 60家单位采取 11 类 150 项惩
戒措施，366 万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 1 . 3 万人，拘
留失信被执行人 50 . 6 万人次。

全面核查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案，开展集
中清理执行案款活动，发放案款 960 亿元。每
年元旦春节前后集中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行
动，累计发放涉民生案款 179 亿元。

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说，各地法
院干警 3 年来忘我工作，46 名干警牺牲在执
行岗位上。全国法院将化悲痛为力量，在“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基础上继续奋斗、久久为
功。

推动解决执行难从“基本”向

“切实”迈进

“我们深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与党中央
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
待相比还有差距。”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说，要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
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回顾历史，人民法院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
针对执行难问题曾经采取了许多举措，开展
了多次行动。破解执行难，不能走“一阵风”式
运动的老路。在积极清理积案卸下历史包袱
的同时注重“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告别执行
难。

完善执行信息化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
案件流程节点管理平台，打造执行查控系统、
财产评估系统、网络拍卖系统…… 3 年来，人
民法院更加注重执行领域基础性、长效性工
作，为建立长效机制铺路架桥。

面对广东深圳的被执行人，广西桂林象
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轻点鼠标，就能顺利
查控财产。

通过执行指挥中心，最高法可以对基层
法院执行工作“一键督办”并实时跟踪，对敷
衍懈怠、工作不力严肃问责。

……
“很多人当着我的面问，这 3 年采取的措

施，几乎是各级法院举全院之力，这种情况能
否长期持续下去？会不会又回到了过去？肯定
不会。”最高法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
表示，最高法已经制定了推进解决执行难的
五年工作纲要，对执行体制、模式改革以及信

息化升级换代等进行全面部署。
解决执行难从“基本”向“切实”迈进，人民法院任重道远。

陈乃科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加
强法院与更多部门的执行信息联动，强化执行保障，打破数据
孤岛，用大数据等新技术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民事强制执行法已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应该加快
立法进度，尽快出台。”袁爱平委员认为，还要完善与强制执行
密切相关的企业破产制度等长效机制，为解决执行难提供更
多制度保障。

(记者罗沙、丁小溪；参与采写：张志龙、阳建、吴帅帅)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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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离婚纠纷、司乘冲突……

司法大数据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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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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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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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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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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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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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

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与环保法律“牙齿”越来越硬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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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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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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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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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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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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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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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视 点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12 日听取和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检察
机关各项工作统计数据同比升降情况。其中显示，有 11 处数
据出现下降。

“数据翔实是今年报告的一个显著特点。”最高人民检察
院新闻发言人王松苗介绍，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使
用数据 185个，比去年上升了 38%。“全文共出现 11 处下降
数字。”王松苗说，这些数据下降并不意味着检察监督力度的
减弱。随着法治建设的全面加强，执法工作的日趋规范严格，
有些方面的案件下降，有些方面的案件上升，都是正常的。

报告在附件中专门对此作了说明，指出有的是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犯罪态势发生变化，比如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暴

力犯罪发案数已连续多年下降，2018 年起诉数同比下降
5 . 9% ；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同比下降
6 . 9%。有的是在社会高度关注下，有关方面采取综合整治
措施取得成效，比如经过持续严惩暴力伤医、在医院聚众滋
事等犯罪后，去年起诉数同比下降 29%。有的则表明有关
机关工作质量较高，比如监督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同比
下降 36 . 8%，体现出社区矫正监管措施更加完善；职务犯
罪不起诉率、退查率同比下降 9 . 5 和 37个百分点，体现出
监察委办案质量较高。

说明同时指出，有的数据下降，则意味着某方面工作需
加强，比如提出行政抗诉同比下降 15 . 8%，下一步需加大
监督力度。 (记者陈菲、熊丰)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严重暴力犯罪发案数多年下降，暴力伤医起诉数同比下降

11 处数据下降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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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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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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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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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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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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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离婚纠纷发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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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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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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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审理孙政才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严惩各

类职务犯罪

扫黑除恶

保护民企合法权益

严惩环境犯罪

打击民生领域犯罪

严惩涉网络犯罪

纠防冤错案件

保护食药安全

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案件

破解执行难

严惩“村霸”“市霸”，审结黑恶势力犯罪案 5489

件 2 . 9 万人

依法甄别纠正一批涉产权冤错案件，再审改判

张文中无罪

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42195 人，审结污染环

境犯罪案 2204 件

审结涉民生案件 111 . 1 万件，惩治“套路贷”、保

健品诈骗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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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纠正“五周杀人案”等重大冤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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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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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11 处数据下降

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发案数已连

续多年下降 ，2 0 1 8 年起诉数同比下降

5 . 9% ；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同比下降 6 .9%

综合整治措施取得成效，暴力伤医、在医院

聚众滋事去年起诉数同比下降 29%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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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黑”往往就有“伞”，扫“黑”首先要除“伞”。

去年，检察机关共起诉黑恶势力犯罪背后的

“保护伞”350 人

扫黑除恶：批捕 7 万余人

2018 年，检察机关对 69 起重大涉黑案件挂

牌督办，批捕涉黑犯罪嫌疑人 11183 人，批

捕涉恶犯罪嫌疑人 62202 人

20 点至 21 点危险驾驶犯罪高发

三大主因引发网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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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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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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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 3 年至 7 年为婚姻危机高发期
司乘冲突刑事案超九成判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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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12 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关于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一起来关注报

告中的“大数据”

去年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数同比分别上

升 0.4% 和 0.8% ，审查后不批捕、不起诉数

同比分别上升 10 .8% 和 22 .3% ，因此实际

批捕、起诉数同比分别下降 2.3% 和 0.8%

监 督 社 区 服 刑 人 员 脱 管 漏 管 同 比 下 降

36 . 8% ，体现出社区矫正监管措施更加完

善 ；职务犯罪不起诉率 、退查率同比下降

9 . 5 和 37 个百分点，体现出监察委办案质

量较高

……

“一年办案”知多少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 34794

件，审结 31883 件，同比分别上升 22 . 1%

和 23 . 5%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

2800 万件，审结、执结 2516 . 8 万件，同比

分别上升 8 . 8% 、10 . 6%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审结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 5489 件 2 .9 万人，依法严惩欺压

残害群众的“村霸”“市霸”

严惩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各级法院审结贪

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 . 8 万件 3 . 3 万人，

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干部的 18 人

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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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服务”知多少

审结民间借贷案件 223 . 6 万件，审结金融

借贷、保险、证券等案件 83 . 9 万件；出台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 45 条意见；审结环境资源

案件 25 .1 万件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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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28 . 8 万件，同比上

升 41 . 8%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依法审理涉民生案件。审结一审民事案件

901.7 万件，同比上升 8 .7% ，其中涉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消费等案件 111.1 万件

依法审结、执结涉及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相关案件 18883 件，服务国防和军队改革，

服务军民融合发展

“打击老赖”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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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解决执

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着力解决查人找物难题，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

等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

网，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着力解决财产变现难题，推行网络司法拍卖，

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205 亿元，有效祛除拍卖环节暗箱操作和权力

寻租空间

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全国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罪犯 1.3 万人，拘留失信被执行人

50.6 万人次，限制出境 3.4 万人次，同比分别

上升 416.3% 、135.4% 和 54.6%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12 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

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的报告。一起来关注报告中的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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