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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 2.4万件 2.7万人，
同比增长 19.9%；依法惩处30名原中管干部；审结
外逃人员回国受审案件371件；审结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逃匿、死亡没收违法所得特别程序案38件，追
缴违法所得4.5亿元及价值数亿元房产等。

再审纠正涉产权刑事冤错案件42件86人；一、二审
对16家企业、34名企业主和管理人员宣告无罪。

审结知识产权案件 49万件，同比增长 1.8%。适用
惩罚性赔偿 319件，同比增长 117%。判赔 11.6 亿
元，同比增长3.5倍。

审结金融案件303.2万件，同比增长8%。

审结环境资源案件 23.2万件，同比下降 5.8%，其
中涉环境污染5300余件，同比下降11.5%。

审结网络诽谤公诉案件32件，判决有罪人数85人，
同比分别增长10.3%、102.4%。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审结案件4.1万件6.1
万人，同比增长28.5%；判处 1112人终身禁止从事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对犯罪情节轻微并有悔罪
表现的失足未成年人适用缓刑 7690人，同比增长
63.8%；3.7万名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

审结涉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 14.2 万件，同比下降
10.2%；帮助农民工追回21.8亿元薪资。

审结涉教育、就业、养老、食品安全等
民 生 案 件 539.1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14.2%；审结婚姻家事案件 217 万
件，同比增长 19.5%；发出各类人
身安全保护令 5695 份，同比增
长 41.5%。

审结电诈案件 3.1 万
件 6.4 万人，同比
增长48.4%。

（以上数据为全国各级法院办案数据）

最高人民法院

● 在反腐败中发挥司法职能

●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 保障创新 驱动发展

● 维护金融安全

●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 推动网络空间依法治理

●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 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 办好百姓身边案

● 严惩境内外电诈犯罪

2023年，全国各级法院结案 4526.8 万件，同比增长
13.4%。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 425.3 万件，同比
上升 28.9%。“两高”报告中的以下 10组数据，展现了司法
机关践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以能动司法保障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履职办案理念，让老百姓在每一起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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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万人，同比上升9.3%；已起
诉 1.8万人，其中原省部级干部25人；起诉金融、医疗领域
职务犯罪348人、580人；起诉行贿犯罪2593人，同比上
升 18.9%；对 14名逃匿、死亡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提出没
收违法所得申请。

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办理相关案件3866件，对整改合
格的 1875家企业、2181名责任人决定不起诉，对 415名
责任人起诉时建议从轻判处。

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 1.8万
人，同比上升40.8%。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
件2508件，是 2022年的 2.7倍。办理知识产权领域公益
诉讼873件。

起诉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2.7万人，其
中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1.8万人；起诉欺
诈发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犯罪346人；起
诉洗钱犯罪2971人，同比上升14.9%。

起诉污染环境犯罪3831人，同比下降11.3%。加
大破坏资源保护犯罪惩治力度，起诉3.5万人，同比
上升6.4%。办理环境资源领域公益诉讼8.4万件。

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 32.3 万人，同比上升
36.2%；针对互联网领域侵犯个人信息、虚假宣传、
消费欺诈等乱象，办理公益诉讼6766件。

起诉性侵、伤害、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7
万人，同比增长14.9%；对情节较轻的涉罪未
成年人依法附条件不起诉3.1万人；制发督促
监护令5.7万份；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建2120
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办理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 1983件；
起诉恶意欠薪犯罪 1082 人，追索欠薪
3.8 亿元；对权益受损无力起诉的农民
工、残疾人、老年人等，支持提起民事诉讼
7.7万件，同比增长 16.8%；办理英烈权益

保护公益诉讼875件。

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犯罪 1.3 万
人，同比增长 31.5%；办理食药安全公益诉讼 2.4万件，

同比增长16.8%。

起诉电诈犯罪5.1万人、帮信犯罪14.7万人、网络赌博犯罪
1.9万人，同比分别增长66.9%、13%、5.3%。

（以上数据为全国检察机关办案数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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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治理网络

暴力、支持正当防卫，维护老年人和未成

年人权益、引领校园保护，维护外卖小哥

权益、保障线上加班“离线权”……这些

社会热点问题，在 3月 8日提请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最高法报
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最高检报告”）中，都有了回应。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最高

法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余茂玉在解读最高

法报告时表示，报告中列举了 62 个案

例，力求让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让公

众懂得案件裁判中蕴含的法理、事理、情

理，报告中提出“坚持办案就是治理”，即

是注重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发展、对法

治进步的引领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最

高检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杨剑波在解读最

高检报告时表示，最高检报告单列“为人

民司法”，全面回应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关切的安全生产、出行安全、平安寄递、

生态环境、涉诉信访等热点问题。

社会在发展 司法须前行

牟林翰凌辱同居女友致其自杀，法

院认定构成虐待罪，确立了婚前同居施

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

规则。余茂玉在解读这起写进最高法报

告的案例时表示，再难断的家务事到了

法院，法院给的说法不仅要解决具体纠

纷，更要适应家庭关系的新变化、新特

点，通过厘清权利、义务、责任，树立规

则，引导、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

庭关系。

余茂玉表示，司法须与时俱进体现

在很多方面。网络时代，不少工作通过网

络进行，上班不局限于坐在办公室，手

机、电脑在手，哪里都可以办公。劳动者

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

社交媒体工作算不算加班？对此，人民法

院通过司法裁判明确，把“付出实质性劳

动”和“明显占用时间”作为线上“隐形加

班”的认定标准，让在线工作有收益，离

线休息有保障。

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涉彩礼

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彩礼返还曾引发治

安问题，甚至恶性刑事犯罪。最高法制

发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

明确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明确

把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作为确定彩礼是

否返还、返还多少的重要考量因素。余

茂玉举例说，男女双方交往期间在重

要的节日、纪念日相互发红包、转账、

送贵重礼物，分手了要不要还？司法解

释明确，准确划清彩礼和为表达或增进

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的界限，让彩礼

归于“礼”。

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
法治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内容在

“两高”报告中，都用了较大篇幅。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监事长吕

红兵对此评价说，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审

理涉民营企业案件，司法机关强化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供给，针

对民营企业家普遍关心的内部治理，法

院加大对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务侵

占、挪用资金、行贿受贿、背信等腐败

行为的惩处力度。司法实践中，人民法

院严格规范，对于经营性涉案财物，在

保证案件审理的情况下，一般允许当

事人继续合理使用，最大限度减少了

因案件办理对企业正常办公和生产经

营的影响。

杨剑波介绍，2023 年，最高检出台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23 条检察意

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产权的司法保护，

同时针对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职务侵

占、挪用资金、受贿等侵害企业利益犯

罪，出台 12 条检察举措，促进健全民营

企业内部反腐机制。

同时持续清理涉企“挂案”，对那些

公安机关既未撤案又不移送审查起诉、

长期搁置的刑事案件，与公安机关共同

清理、督办，让长期处于涉案状态的企业

“放下包袱、放手发展”。对企业及其负责

人涉经营类犯罪的，督促作出合规承诺、

切实整改。最高检结合司法办案，对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多发的诉讼风险进行

分析，发布 4个方面 38条提示促进民营

企业预防法律风险。

以案促治 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2023年，网络诽谤公诉案件同比增

长 10.3%，判决有罪人数增长 102.4%；

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

犯罪 32.3万人，同比上升 36.2%。“两高”

报告中的这两组数据引起广泛关注。

余茂玉介绍说，2023 年，公安部部

署开展“净网 2023”专项行动，依法打击

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在此过程中，最

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依

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网暴案件

的公诉标准和程序，用公权力为受害者

撑腰，这就是以案促治的效果。

杨剑波介绍，2023年 4月，最高检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

的意见》，其中要求：严惩“网络暴力”等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相关犯罪，深挖背后的产

业链利益链，严厉打击“网络水军”造谣引

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行为

涉嫌的相关犯罪，协同整治“自媒体”造谣

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等突出问题，加

强典型案例发布曝光，净化网络舆论环境。

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强化一体履职，协同推进网络空间

综合治理。

检察机关打出这套“组合拳”，目的就

是要警示“越界”网民：网络空间不是法外

之地。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莉娜表示，《指

导意见》的印发，正是司法机关通过履职办

案传递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

所主任皮剑龙表示，围绕网络暴力治理问

题，最高检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性和典型

案例，明确司法标准，织密惩治法网。

皮剑龙建议，针对具有一定隐蔽性、

受害方取证困难的网络暴力犯罪，检察

机关要及时启动公诉程序，及时有效追

诉犯罪，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

应与其他部门协同完善网络

监管，切实监督网络平台履

行责任，全方位

筑 起 网 暴

“防护网”。

让百姓感受到司法的力量和温度

我是数智主播大珍子
今天关注的是

“第二十条”已被唤醒

扫一扫
看数智人播报

彰显公平正义 大写法治中国
——数读“两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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