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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工作报告中惩治涉
疫犯罪、扫黑除恶、反腐败、纠正
冤错案件、贯彻实施民法典、服
务“六稳”“六保”等十大关键词，
这些司法印记，是过去一年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为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填写的历史注脚。

惩治涉疫犯罪

2020年，最高检及时出台系
列司法政策，指导依法追诉妨害
疫情防控犯罪，继年初打破常
规、连续发布10批55件典型案例
后，再就核酸检测造假、制售假
疫苗等发布4批19件从严追诉典
型案例，指导办案、震慑犯罪、预
警社会。湖北等地检察机关宽
严相济，批捕涉疫犯罪7227人、
起诉1.1万人。

法院系统依法快审快结涉
疫犯罪案件5474件6443人，对杀
害防疫工作人员的马建国等人
依法判处死刑。最高法发布34
个涉疫典型案例，严惩隐瞒出境
史致多人隔离、诈骗援鄂医护人
员、假冒慈善机构骗捐、哄抬物
价、造谣传谣等犯罪行为。各级
法院开展涉疫矛盾纠纷集中排
查化解专项行动，依法妥善处置
国内外各种涉疫滥诉，坚决维护
依法防控疫情秩序，坚决捍卫我
国司法主权和国家尊严。

扫黑除恶、反腐败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在2020年圆满收官，法检两
家各自晒出了自己的成绩单。

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9
个指导性文件，统一办案标准；
对150起重大案件挂牌督导。
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批捕涉
黑涉恶犯罪14.9万人，起诉23万
人，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5.4万人，是前
三年的11.9倍。对未以涉黑涉恶
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法认定5732
件，占起诉数的15.9%；以涉黑涉
恶移送，依法不认定2.1万件，占
受理数的36.3%。坚持除恶务
尽，起诉“保护伞”2987人。

专项斗争以来，各级法院审
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3053件
226495人，结案率99.4%，重刑
率达34.5%。对孙小果、陈辉民、
尚同军、黄鸿发等黑恶势力犯罪
组织头目依法判处死刑，一批涉
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惩。
坚持“打财断血”，依法判处财产
刑并追缴、没收违法所得，实际
执行到位金额1373.7亿元。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一组
数据反映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所取得的成效：2020年，检察机
关受理审查起诉刑事案件为近4
年最低，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为近
20年最低，人民群众以更充实的
安全感步入全面小康。

赵正永、赖小民两个名字同
时出现在了“两高”工作报告当

中，包括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
的赵正永，以及被判处死刑的赖
小民在内，去年12名原省部级干
部被提起公诉判处刑罚。这彰
显着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
决心。

2020年，检察机关受理各级
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9760人，已
起诉15346人，不起诉662人，不
起诉率同比增加0.5个百分点；退
回补充调查4013人次，退查率同
比减少12.4个百分点。对7名逃
匿、死亡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启
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首次适
用缺席审判程序，对潜逃境外19
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程三昌提
起公诉。

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
职等案件2.2万件2.6万人，积极
配合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审理追逃追赃、没收违法所得等
案件316件，裁定没收“红通人
员”姚锦旗等164人违法所得
11.5亿元和位于多国的不动产，
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违法所得
无处隐匿。

纠正冤错案件

坚持“疑罪从无、有错必
纠”，连续多年在“两高”工作报
告中被强调，将当年纠正重大冤
错案件写入工作报告也成为“两
高”工作报告多年来的惯例。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20
年，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
据不足的不批捕13.8万人、不起
诉4.1万人。对认为确有错误的
刑事裁判提出抗诉8903件，同比
上升7.2%。对“张玉环故意杀人
案”“吴春红投毒案”“韩显辉故意
杀人案”等冤错案件，坚持疑罪
从无、有错必纠，建议改判无罪。
同时，制发错案责任追究意见，
对近年来已纠正重大错案逐一
启动问责程序。纠错不能止于国
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

最高法工作报告则提到，保
障诉讼权利，确保无罪的人不受
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
罚。2020年，各级法院坚持罪刑
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
宣告656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
384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坚
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1818件，江西、云南法院再审改
判张玉环、何学光无罪。审结国
家赔偿案件1.8万件，保障赔偿请
求人合法权益。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越来越
得到重视与加强，“两高”都在工
作报告中单列一部分，强调服务
创新驱动发展，鼓励、保护创新。

2020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
知识产权案件46.6万件，同比上
升11.7%。出台知识产权民事诉
讼证据等10个司法解释和规范

性文件，知识产权案件判赔金额
同比增长79.3%，促进形成鼓励
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法治
环境。依法保护科研人员及其
职务科技成果，激发创新活力。
严惩盗版抄袭、恶意抢注、傍名
牌等侵害著作权商标权行为。

最高检组建了知识产权检
察办公室，整合刑事、民事、行政
检察职能，以专业办案团队强化
综合司法保护，并在天津、海南、
重庆等9省市试点。针对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中，权利人难以依法
及时维权，全面推开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制度。协同国家版权局
等对49起重大侵权盗版案挂牌
督办。2020年，各级检察机关起
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2万人，同
比上升10.4%。对国内外企业知
识产权一视同仁、平等保护。

贯彻实施民法典

2020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
问世。贯彻实施民法典成为“两
高”报告中的新元素。

检察机关以贯彻实施民法
典为契机，树立权力监督与权利
救济相结合的民事检察思维，确
立法定性与必要性相统一的民
事检察监督标准。把民法典作
为“四大检察”的重要价值指引，
刑事追诉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平
等、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民事
权利，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案
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
纷。2020年，各级检察机关对违
法取证、刑讯逼供、违法查封扣
押冻结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
人格权的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
出纠正意见5万件次。

最高法完成对591件司法解
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139个指导
性案例的清理工作，废止116件，
修改111件，决定对2个指导性案
例不再参照适用。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为全面、系统、规范的
一次清理，废止了与民法典不一
致的规定，保障了民法典施行后
法律适用标准统一。重点开展
涉及物权、担保、婚姻家庭、时间
效力等一批配套司法解释制定工
作，解决民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
和司法解释衔接适用问题。

人格权编是民法典的亮点，
与此相呼应，加强人格权保护也
写入了最高法工作报告。报告
指出，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人格
权保护案件的依法公正审理，让
人身自由受到充分保障、人格尊
严受到切实尊重，充分彰显我国
民法典的人民立场和共和国人
民的主体地位。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
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孩子
就是未来，司法保护要持续做得
更实。”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连续多年写入“两高”工作报告。
2020年，人民法院指令再审

“百香果女童被害案”，对严重违
国法、悖天理、逆人情的被告人
依法改判并执行死刑。安徽、湖
南、兵团等法院推进少年家事法
庭建设，确保未成年人得到特
殊、优先保护。审理未成年人直
播打赏无效案，直播平台全额返
还158万元打赏金。

检察机关从严追诉性侵、虐
待未成年人和拐卖儿童等犯罪
5.7万人。会同有关部门建成
1029个“一站式”办案场所，询
问、证据提取等尽量一次完成，
防止“二次伤害”。对监护人侵
害和监护缺失，支持起诉、建议
撤销监护人资格513件，是2019
年的6.3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
既应依法惩戒，更要教育帮扶，
重在转化。起诉涉嫌犯罪的未
成年人3.3万人。对罪行较轻并
有悔改表现的附条件不起诉1.1
万人，占审结未成年人案件总数
的21%，同比增加8.3个百分点。

服务“六稳”“六保”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严重冲击影响下，中国经济
正增长2.3%，成为世界上主要经
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这是一份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这份成绩背后，也包含着法检系
统的努力。

人民法院紧急为1386家防
疫物资生产企业临时变更财产
保全措施，支持扩产抗疫。针对
受疫情影响出现的履约难问题，
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等规则，
妥善审理相关合同违约、企业债
务、房屋租赁等案件4.3万件，既
鼓励交易，又防止显失公平。依
法保护市场主体活力，千方百计
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
过难关，对2.5万家企业暂缓强制
执行措施，在18.1万件民商事案
件中采取“活封”等措施，为企业
释放资金1631亿元、土地869万
亩、厂房3271万平方米帮扶3.6
万家企业复工复产。

检察机关有力惩治侵害民
企合法权益的犯罪，起诉2.3万
人，同比上升2.9%。对民企负责
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
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
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开展
企业控告申诉专项清理，排查2.1
万件，支持企业合法诉求5519
件。持续清理长期未侦结的涉
企“挂案”，2019年排查的2687件
已督促办结2315件；去年最高检
再会同公安部排查督办5088件，
为企业解绊，促其放手发展。

决战脱贫攻坚

过去一年，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全面胜利。如何防止因案致
贫、返贫，法检系统用好国家司法
救助制度，助力决战脱贫攻坚。

人民法院规范扶贫领域涉
案财物快速返还，妥善化解涉易
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众就业等矛
盾纠纷。依法审理乱占耕地案
件，促进治理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问题。向困难群众发放司法
救助金9.1亿元，防止因案致贫、
返贫。

检察机关用好国家司法救助
制度，对因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
等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当事人及其
近亲属“应救尽救”，防止因案致
贫返贫。救助3.2万人4.2亿元，同
比分别上升55.2%和61.3%。

保卫蓝天碧水净土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是

“两高”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
2020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

环境资源案件25.3万件，审结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3557件，同比增
长82.1%。江苏法院审理向长江
非法排污案，让排污者支付5.2亿
元环境修复费用和罚金。河南
法院审理废酸污染黄河支流案，
改变“企业排污、群众受害、政府
买单”现象。湖北、湖南、四川等
法院依法审理涉长江禁渔案件，
山西、内蒙古、山东、甘肃、宁夏
等黄河流域9省区法院加强环境
资源审判协作，保护中华民族母
亲河。

检察机关起诉破坏生态环
境资源犯罪5.1万人，办理相关公
益诉讼8.4万件，同比分别上升
0.9%和21%。最高检与生态环
境部等开展危险废物违法犯罪
专项打击。会同自然资源部开
展试点，强化土地执法领域协
作，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出台检察政策，服务保障长江十
年禁渔，促进综合运用刑事、行
政、经济手段惩治非法捕捞。

锻造过硬队伍

队伍建设是“两高”工作报
告中的必答题。

2020年，法院458个集体、
703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
彰。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
马。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
纪违法干警11人。各级法院查
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
警1550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
346人。

最高检发布以“案-件比”为
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引导
检察办案求极致，惠及群众、减
少讼累。2020年，刑事检察“案-
件比”1：1.43，“件”同比下降
0.44，减省了41.2万个非必要办
案环节和统计中的“案件”。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机
关4人在内的1318名检察人员因
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坚持本院
主动查纠的予以肯定，被动查处
的依纪问责。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

十大关键词里感受“法治之光”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2万件，受理审查起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近20年最低，严惩“百香果女孩”案等涉未成年

人犯罪，阐释“正当防卫”规则维护公序良俗……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法治之光守护你我，一起来看，关键词里的2021年“两高”报告“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