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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与质量“此升彼降”症结何在 ———高检院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分类指导系列报道之二  

检察日报 林世钰 

 

    代表省份：浙江、广西、安徽、贵州  

     

    现象：抗诉数量与质量“此升彼降”  

     

    刑事抗诉案件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来了；或者质量上去了，数量却下来了。从２００５年抗诉情况

来看，浙江、广西、安徽、贵州等地检察机关面临着刑事抗诉案件数量与质量“此升彼降”的困扰。症结

何在，检察机关纷纷剖析原因。  

     

    执法理念有待提高  

     

    浙江省检察机关办案质量较高，近几年未发生明显该抗不抗的案件，但总体来说抗诉案件总数较少，

案件质量有待提高，而且一些基层检察院还存在多年无抗诉案件的现象。浙江省检察机关分析，执法理念

更新不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据了解，浙江省检察机关多年来人少案多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近几年来

受理案件总数不断上升、公诉队伍不够稳定，多数基层院忙于办案，片面追求有罪判决，诉讼监督积极性

不高，导致该抗不抗案件数量增加。  

     

    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人作案后有自首情节，或被害一方有明显过错等，法院一般会轻判，但被害人的

家属对这样的判决往往反响强烈，要求检察院抗诉。检察院为了社会稳定勉强抗诉，结果导致抗诉质量难

以保证。  

     

    浙江省检察院公诉处负责人表示，今后要更新执法观念，树立程序优先、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在继

续保持对无罪案件、量刑畸轻案件依法提出抗诉的同时，重点加强对程序违法、轻罪重判案件的抗诉工

作。  

     

    高检院指导意见：检察机关必须坚持指控犯罪与诉讼监督并重的原则，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切实

加大诉讼监督力度，努力改变刑事抗诉数量下滑局面，实现抗诉案件质量和数量的同步提高。  

     

    抗诉标准把握不准  

     

    ２００５年，浙江省检察机关面临着抗诉数量上升，质量下降的现实：提出二审抗诉１００件，比２

００４年多１９件，抗诉成功率却比２００４年低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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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浙江省检察院公诉处负责人坦言，对抗诉条件理解不当是导致此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理解

不当”表现在两个方面：抗轻不抗重。  

     

    对于判决畸轻的，检察机关基本能主动提出抗诉，但对于法院判决畸重的，部分检察机关很少提出抗

诉；抗实体不抗程序。检察机关基本都是针对判决结果量刑畸重、畸轻或罪名不当，针对程序提出抗诉的

极少。  

     

    广西检察机关的问题几乎和浙江如出一辙：数量上升，质量下降。他们自我解剖的结果是——部分检

察机关抗诉标准掌握不准，存在草率抗诉现象。比如有的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案

件，没有严格把关，草率提出抗诉，导致抗诉后撤诉率较高，法院采纳抗诉意见率较低。特别是职务犯罪

案件判无罪后，有的检察机关在证据单薄、抗诉成功率较低的情况下，仍提出抗诉，导致职务犯罪案件抗

诉质量偏低。  

     

    对此，广西检察机关强调，各级检察长要重视抗诉工作，提出抗诉、提请抗诉要提交检委会讨论决

定，做到坚决、慎重、准确、及时，严把案件质量关。  

     

    高检院指导意见：在办理抗诉案件中，既要对符合抗诉条件的坚决依法抗诉，又要重视从刑事政策层

面体现抗诉的策略性。对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以及被害人表示谅解，法院适当从轻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

偏轻的；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量刑偏轻的，以及被告人认罪案件，法院适当从轻的等适用刑事政策

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  

     

    抗诉工作制度化仍需加强  

     

    ２００５年，贵州省检察机关的刑事抗诉工作状况是：数量减少，质量上升。他们认为，抗诉工作规

范化程度不高制约了抗诉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他们分析，一方面，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对于抗诉案件的沟通联系不够，上级检察机关对抗诉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指导力度有待加强。另一方面，部分检察机关由于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落实不彻底，存在

检委会、检察长、公诉部门负责人和主诉检察官在抗诉案件的审查把关问题上责权不明以及抗诉案件办案

流程不规范的问题，抗诉案件的审查批准缺乏制度约束，直接导致撤回抗诉率较高。  

     

    针对以上情况，贵州省检察机关要求进一步加强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协调，特别是

上级检察院要未雨绸缪，及时发现和纠正基层检察院在抗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此外，各级检察机关要在

公诉部门内部进一步落实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理顺内部关系，明确责权，加强对抗诉案件审查环节的

监督管理，提高抗诉案件质量。  

     

    一些检察机关量化考评制度的不科学也给抗诉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以广西贵港市为例，该院抗诉的

案件近一半是在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后提出抗诉的，其中有些案件在事实、证据上存在诸多问题，抗诉单位

也意识到抗诉后改判可行性不大，但为了消除无罪案件对年终量化考核工作的影响，还是提出抗诉。  

     

    安徽省也面临着相同问题。现行的公诉考评制度规定，一个地区如无抗诉案件，分数不增减，但抗诉

一件被上级院撤回的，则要减分。即便不被上级检察院撤回的，法院维持或发回重审、指令再审的，也要

减去５分。  

     

    安徽省检察院公诉处负责人说，这对职务犯罪案件抗诉来说，风险尤其大。因为职务犯罪案件存在特

殊性：被告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复杂，对案件干扰较大，文化素质较高，反侦查能力强；案件

证据多为言词证据，稳定性较差，证人容易翻供。鉴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提出或提请抗诉

的风险很大，很容易就被扣分，这影响了下级检察院对此类案件抗诉积极性。  

     

    据了解，安徽省检察院准备下一步改革考评制度，注重激励抗诉工作积极性，降低抗诉在考评中的分



值，如降低撤回抗诉的减分分值，以激发抗诉工作的热情。  

     

    高检院指导意见：案件是否改判是衡量抗诉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对法院未改判的

案件要具体分析原因，结合抗诉理由是否充分、上级检察机关是否支持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检察机关对

抗诉案件的考评要科学、客观，防止在抗诉工作的部署中自我束缚。同时，上级检察院要加大对下级检察

院提请抗诉案件的支持力度，对符合抗诉条件的要依法支持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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