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页 | 网站导航 | 欢迎投稿 |  联系我们 | English  

 

刑事法学者 中国刑法 外国刑法 国际刑法 区际刑法 刑诉法学 学术讲座 判解研究 资料总览 博硕招生  |   |   |   |   |   |   |   |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  

发布日期：2001-2-5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1年2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１年３月２日起施行，

高检发诉字〔２００１〕７号）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刑事抗诉工作，提高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实际，提出如下

意见。 

       一、刑事抗诉工作的原则 

      刑事抗诉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１、坚持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能与诉讼经济相结合； 

      ２、贯彻国家的刑事政策； 

      ３、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４、贯彻“慎重、准确、及时”的抗诉方针。 

       二、刑事抗诉的范围 

      （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或裁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方面确有下列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

出抗诉和支持抗诉： 

      １、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有错误，导致定性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主要包括：刑事判决或裁

定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不一致；认定的事实与裁判结论有重大矛盾；有新的证据证明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

实确有错误。 

      ２、刑事判决或裁定采信证据有错误，导致定性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主要包括：刑事判决或裁

定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确实；据以定案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或者所证明的案件事实与裁判

结论之间缺乏必然联系；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经审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法院

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错误的。 

      （二）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方面确有下列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

持抗诉： 

      １、定性错误，即对案件进行实体评判时发生错误，导致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混淆此

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造成适用法律错误，罪刑不相适应的。 

      ２、量刑错误，即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主要包括：未认定有法定量刑情节

而超出法定刑幅度量刑；认定法定量刑情节错误，导致未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或者量刑明显不当；适用主

刑刑种错误；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未判处，或者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判处；应当并处附加刑而

没有并处，或者不应当并处附加刑而并处；不具备法定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条件，而错误适用缓刑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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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免予刑事处分。 

      ３、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所作判决、裁定明显不当的。 

      （三）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公正判决或裁定

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持抗诉： 

      １、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 

      ２、审判组织的组成严重不合法的； 

      ３、除另有规定的以外，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直接作为定案根据，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律师申请

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和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没有经过庭审辨认、质证直接采纳为定案

根据的； 

      ４、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 

      ５、具备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而作出有罪判决的； 

      ６、当庭宣判的案件，合议庭不经过评议直接宣判的； 

      ７、其他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判决或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期间，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影响公正判决或裁

定，造成上述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和支持抗诉。 

       三、不宜抗诉的情形 

      （一）原审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 

      １、判决或裁定采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据之间存有矛盾，但是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

也不确实、不充分，或者不能合理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的； 

      ２、被告人提出罪轻、无罪辩解或者翻供后，有罪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导致起诉书、判决

书对事实的认定分歧较大的； 

      ３、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如果

发现新的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应当重新起诉，不能提出抗诉； 

      ４、刑事判决改变起诉定性，导致量刑差异较大，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人民法院改变定性错误

的； 

      ５、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因有关量刑情节难以查清，人民法院从轻处罚的。 

      （二）原审刑事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 

      １、法律规定不明确、存有争议，抗诉的法律依据不充分的； 

      ２、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罪名不当，但量刑基本适当的； 

      ３、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量刑偏轻的； 

      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 

      ５、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人民法院适当从轻处罚的。 

      （三）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但是未达到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公正裁判，或者

判决书、裁定书存在某些技术性差错，不影响案件实质性结论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必要时可以以检察

建议书等形式，要求人民法院纠正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或者建议人民法院更正法律文书中的差错。 

      （四）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除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严重错误或者罪行极其严重、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明显不当的以外，一般不宜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１、因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而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 

      ２、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由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

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 

      ３、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入监劳动改造后，考验期将满，认罪服法，狱中表现较好

的。 

       四、刑事抗诉案件的审查 

      （一）对刑事抗诉案件的事实，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１、犯罪的动机、目的是否明确； 

      ２、犯罪的手段是否清楚； 

      ３、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情节是否具备； 

      ４、犯罪的危害后果是否查明； 

      ５、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对刑事抗诉案件的证据，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１、认定主体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２、认定犯罪行为和证明犯罪要素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３、涉及犯罪性质、决定罪名的论据是否确实充分； 

      ４、涉及量刑情节的相关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５、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抗诉主张的

每一环节是否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抗诉主张与抗诉证据之间、抗诉证据与抗诉证据之间是否不存在

矛盾；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是否形成完整的锁链。 

      （三）对刑事抗诉案件的适用法律，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１、适用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是否正确； 

      ２、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认定是否正确； 

      ３、具有法定从轻、减轻、从重、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４、适用刑种和量刑幅度是否正确； 

      ５、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或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办理刑事抗诉案件时，应当审查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

序，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后，应当指定专人立即进行审查。对确

有错误的判决或者裁定，应当及时在法定期限内按照第二审程序依法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抗诉请求，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查答复；抗诉请求的

理由成立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抗诉。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向

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办理。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比照第二审程序抗诉案件的标准从严掌握。 

      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原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到案发

地复核主要证据。 

      人民检察院审查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案件，应当在六个月以内审结；重大、复杂的案件，应

当在十个月以内审结。 

      对终审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应当在收到终审判决书后三个月内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 

       五、刑事抗诉工作制度 

      （一）刑事抗诉案件必须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检察内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

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侦查卷、检察卷、检察内卷和人民法

院审判卷以及提请抗诉报告书一式二十份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 

      （三）刑事抗诉书和提请抗诉报告书应当重点阐述抗诉理由，增强说理性。 

      （四）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如果是支持或者部分

支持抗诉，应当写出支持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五）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出庭预案和庭审答辩提纲，做好出庭前的准备。 

      （六）刑事抗诉案件庭审中的示证和答辩，应当针对原审法院判决、裁定中的错误进行重点阐述

和论证。 

    （七）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刑事抗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依法应当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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