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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法 官 年 人 均 办 案

已从 2017 年的 187 件增至

2022 年的 242 件，全国检

察 机 关 办 理 的 各 类 案 件 比

前 5 年 上 升 40% 。 让 人 民

群 众 在 每 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

受 公 平 正 义 ， 在 深 化 诉 源

治 理 中 践 行 人 民 至 上 ， 数

据 升 降 彰 显 大 国 司 法 助 力

中 国 之 治 。 行 则 将 至 ， 做

则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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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22 年 ， 最 高 法 受 理 案 件
14.9 万件，审结 14.5 万件，比上一
个 5 年分别上升 81.4%和 81.5%。

2018-2022 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和 专 门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案 件 1.47 亿
件，审结、执结 1.44 亿件，结案标
的额 37.3 万亿元，比上一个 5 年分
别上升 64.9%、67.3%和 84.7%。

审 结 一 审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219.4 万
件，同比增长 221.1%。

2022 年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判赔额较
2018 年增长 153%，在涉 WAPI 通
信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判赔 1.43
亿元。

5 年 来 ， 受 理 执 行 案 件 4577.3 万
件 ， 执 结 4512.1 万 件 ， 执 行 到 位
金 额 9.4 万 亿 元 ， 2022 年 首 次 突
破 2 万亿元。

2018 年以来，全国法院结案总量年
均 增 长 5.2% ； 法 官 人 均 办 案 从
2017 年 的 187 件 增 至 2022 年 的
242 件；2022 年一审服判息诉率为
89.3%，二审后达 98%。

两年间起诉拐卖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儿 童 犯 罪 3152 人 ， 比 前 两 年 上 升
16% ， 其 中 发 生 在 5 年 前 的 积 案 占
31%。

5 年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
博 、 传 播 淫 秽 物 品 等 犯 罪 71.9 万
人，年均上升 43.3%。

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提供技
术支持、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从 2018
年 137 人增至 2022 年 13 万人。

2018-2022 年，不捕率从 22.1%升
至 43.4% ， 不 诉 率 从 7.7% 升 至
26.3%，均为有司法统计以来最高。

认 定 属 正 当 防 卫 不 捕 不 诉 1370 人 ，
是前 5 年的 5.8 倍。

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起
诉 62.1 万人，比前 5 年上升 32.3%；
从严追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等 金 融 犯 罪 ， 起 诉 18.5 万 人 ， 比
前 5 年 上 升 28.2% ； 起 诉 洗 钱 犯 罪
4713 人，是前 5 年的 32.3 倍；依法
惩治骗取进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
用 发 票 等 涉 税 犯 罪 ， 起 诉 5.8 万 人 ，
比前 5 年上升 29.3%。

5 年从严追诉性侵、虐待、暴力伤害
等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29 万 人 ； 通 过
强制报告追诉犯罪 5358 件，对不予
报告的督促追责 719 人；推动入职查
询 2003 万 余 人 次 ， 不 予 录 用 1830
人，6814 名有前科劣迹人员被解聘。

5 年来，对权益受损但不敢或不懂起
诉的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和受家
暴 妇 女 等 ， 支 持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16.7
万件，是前 5 年的 11.5 倍。

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嫌疑人依
法不批捕 81.8 万人、不起诉 21.1 万
人 ， 比 前 5 年 分 别 上 升 30% 和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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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结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23.8
万件 27.4 万人，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34.7 万件 44.2 万人。我国刑事犯罪案
件、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体呈持续下降态势。

努力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判处未成年人罪犯由 2013 年的 5.6 万人
减少到 2022 年的 2.8 万人。

在线诉讼审理周期比传统模式缩短 22 天；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
8.4%和 44.5%。

从严惩治、有效遏制严重暴力犯
罪和涉枪涉爆、毒品犯罪，5 年
来 ， 起 诉 81.4 万 人 ， 比 前 5 年
下降 31.7%。

2022 年，起诉杀人、放火、爆
炸、绑架、抢劫、盗窃犯罪为近
20 年来最低。

重罪持续下降 ， 诉 前 羁 押 率 从
2018 年 54.9% 降 至 2022 年
26.7% ， 为 有 司 法 统 计 以 来
最低。

用法治力量卫护特殊群体，助力
平安医院建设成效明显，起诉暴
力 伤 医 、 聚 众 扰 医 等 犯 罪 从
2018 年 3202 人 降 至 2022 年
467 人。

守护人民 织密法网
数读两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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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报告 3月 7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审议。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全国人大

会议作的本届任期内最后一次工作报告。

司法办案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发展

变迁，体现社会治理手段的不断调整与丰

富。很多网友关注到了最高检报告中“一升

一降”的两个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全国

各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827.3 万人，比前 5
年上升 12%，2022 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起

诉杀人、抢劫、放火、爆炸、绑架、盗窃犯罪

人数为近 20 年最低。

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在解读最

高检工作报告时表示，过去 5 年，罪行较轻

的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起诉人

数上升，比如，起诉“醉驾”150 万人，比 5 年

前上升 1 倍；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从 2018 年 137 人上升至 2022 年 13 万人，

这些犯罪数量上升表明，我国社会治理进

入新阶段，对经济社会秩序的规范和管理

更加精细化。过去 5 年起诉严重暴力犯罪

和 涉 枪 涉 爆 、毒 品 犯 罪 比 前 5 年 下 降

31.7%。这些犯罪数量持续下降，反映出社

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收获实实

在在的安全感。

绝不允许网络空间
沦为法外之地

绝不允许网络空间沦为法外之地，成为

两高报告中均提及的硬核关键词。最高法工

作报告显示，人民法院审理刷单返利、虚假

理财、交友陷阱等网络诈骗案件，依法惩治

信息网络犯罪，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电信网络

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 22.6 万件，千方百计帮

助受骗群众挽回损失。

针对网络犯罪数量持续大幅上升，最高

检 2020 年建立专项办案工作指导机制，明

确 检 察 办 案 65 条 规 范 ； 2022 年 协 同 最 高

法、公安部出台 23 条办案指导意见；协同

公安机关从严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深挖

幕后金主、严惩团伙骨干、全力追赃挽损，

起诉 19.3 万人。

守好经济安全法治防线

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余茂玉在解读今年

的最高法工作报告时特别提到，报告中提到

“有名有姓”的案例有 98 个，其中包括“青

花椒”“金银花”案侵犯商业秘密、恶意抢

注商标，体现最高法工作报告对“碰瓷式维

权”说不，为合法经营者撑腰，让违法经营

者受罚。

最高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表示：

“碰瓷本身违法，而通过碰瓷来‘维权’，

更 完 全 违 背 了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的 立 法 宗

旨，对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构成极

大破坏。”

守好经济安全法治防线，是两高报

告中都提及的重要工作。

余茂玉介绍，过去 3 年，面对疫情影

响冲击，最高法先后出台助力中小微企

业发展 20 条、促进消费 30 条、稳定就业

14 条等司法文件。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

结 破 产 重 整 案 件 2801 件 ，盘 活 资 产 3.4
万亿元，帮助 3285 个企业摆脱困境，保

住了 92.3 万名员工的就业岗位。运用破

产重整、和解等救治机制后，企业也可能

“起死回生”，比如海航集团破产重整案

成功化解了 1.1 万亿元债务风险。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有一家网络公司非法爬取一外卖平台数

据，涉嫌犯罪。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爬取

的数据不涉及公民个人信息，情节较轻，

并 考 虑 到 这 家 公 司 是 个 成 长 型 科 创 企

业，管理粗放导致涉案。于是启动涉案企

业合规整改程序，严格落实监管、认定整

改合格后，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结案当

年，该公司新增员工 700 余人，营收增加

1.6亿元，纳税增加 1000万余元。以惩治促

矫治，企业获新生。

旗帜鲜明地支持见义勇为

今年的两高报告列举了许多群众身边的

“小案”。比如，医生在电梯内劝阻吸烟，被

劝老人突发心脏病离世，法院判决驳回老人

家属向医生索赔的诉讼请求。

余茂玉说，这些案件的裁判就是要旗帜

鲜明地支持见义勇为、不让好人吃亏的价值

取向，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扶”“劝

不劝”“追不追”“救不救”“管不管”等法

律和道德风险，用公正司法呵护道德，引导

社会成员增强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让老百

姓敢做好事、愿做好事。

最高检把“昆山反杀案”作为正当防卫

的典型案例发布，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办

理福州赵宇案、丽江唐雪案等一系列正当防

卫案，通过这些正当防卫案例，引领乃至重

塑 了 正 当 防 卫 理 念 ， 让 “ 法 不 能 向 不 法 让

步”这个朴素的正义观深入人心，检察机关

认定属正当防卫不捕不诉 1370 人，是前 5 年

的 5.8 倍。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出“重拳”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出“重拳”，守的

是社会底线，护的是国家未来。最高检工作

报告显示，过去 5 年，检察机关依法从严追

诉性侵、虐待、暴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 29 万人。对侵害未成年人“零容忍”催

生 了 两 项 检 察 政 策 ， 其 中 一 项 是 成 年 人 拉

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一律从严

追诉。

根据刑法规定，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

实 施 一 些 非 严 重 暴 力 的 犯 罪 ， 不 负 刑 事 责

任。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一些黑恶犯罪

组织专门利用刑法这一从宽条款，拉拢、诱

骗甚至强迫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组织，案发后

让未成年人去“顶包”当“炮灰”，妄图逃

避刑事处罚，性质极其恶劣。对这种情况，

最高检要求一律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

议，这项政策已被反有组织犯罪法吸纳为法

律规定。

另一项检察政策是，网络猥亵等同线下

犯罪追诉。2018 年，检察机关抗诉了一起

通过网络聊天强迫女童自拍裸照的案件。网

络环境下，以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

未成年人拍摄、上传裸照或视频，危害性与线

下犯罪相同，同样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人

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应当等同线下犯罪予以

追诉。最高检把此案作为指导性案例下发。

正因为案例有“办理一案、引领一念、

治理一片”的特殊作用，最高检过去 5 年共

制 发 指 导 性 案 例 136 件 ， 比 前 5 年 上 升 了

3.5 倍。

升降之间彰显法治力量和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