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荣枝案具有复杂性、 综合性和典型

性， 本文只分析追诉时效的适用。 案情和部

分办案信息引自法子英案、 劳荣枝案的公开

裁判文书。

基本案情和部分办案信息

1996 年 7 月 28 日， 法子英、 劳荣枝在

南昌市抢劫、 杀死熊某义， 又杀死熊某义的

妻子张甲、 2 岁的女儿熊某璇， 劫得财物。

同月 29 日， 南昌警方接到报案， 随即立案

侦查。 南昌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 走访了全

市的坐台小姐， 仅取得“陈佳” 的假身份

证； 多次去四川等地寻找陈佳， 终于在深圳

的边防证登记处查实陈佳即劳荣枝。

1997 年 10 月 10 日， 法子英、 劳荣枝

在温州市抢劫并杀死梁某春、 刘某清。 同月

12 日， 温州警方接到报案， 随即立案侦查，

提取到法子英的指纹。

1998 年夏天， 在常州市， 法子英、 劳

荣枝抢劫刘某的 5000 元， 又绑架刘某， 逼

迫刘某的妻子刘某兰送钱， 劫取 7万元。 被

害人未报案， 长期未立案， 2020 年 1 月 7

日常州警方始取证。 （简称 “常州案”）

1999 年 7 月 22 日， 法子英、 劳荣枝在

合肥市绑架殷某华。 劳荣枝和法子英多次逼

迫殷某华让其妻子交钱赎人， 杀死陆某明后

又杀死殷某华。 同月 23 日， 合肥警方接到

报案， 于同日刑事立案， 抓获法子英。

1996 年 8 月 18 日， 南昌警方对法子英

和劳荣枝发布通缉令。 1999 年 11 月 2 日，

法子英被提起公诉。 同月 18 日， 法院判决

法子英犯绑架罪、 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处

死刑。 同年 12 月 28 日， 法子英被执行死

刑。 警方为追捕劳荣枝还向全国发出协查通

报。 劳荣枝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厦门被

警方抓获、 刑事拘留， 于同年 12 月 17 日被

逮捕。 2021 年 9 月 9 日， 一审公开宣判。

2022年 11月 30日， 二审公开宣判。

追诉时效终止后不再计算、变化

1996 年 7 月 28 日， 劳荣枝、 法子英抢

劫并杀死熊某义、 张甲， 依据 1979 年 《刑

法》 第 150条第 2款， 构成抢劫罪， 对应的

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依据 1979 年 《刑法》

第 76 条第 4 项， 对应的追诉时效期限为二

十年。 同日， 劳荣枝、 法子英杀死熊某璇，

依据 1979 年 《刑法》 第 132 条， 构成故意

杀人罪， 对应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依据

1979 年 《刑法》 第 76 条第 4 项， 对应的追

诉时效期限为二十年。 该两罪的追诉时效期

限届满之日均为 2016 年 7 月 27 日。 1996

年 7 月 29 日这两起犯罪被刑事立案， 同年

8 月 18 日， 南昌警方发布附有法子英和劳

荣枝照片的通缉令， 此前必然已经被决定刑

事拘留。 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刑法追诉时效制度有关

规定如何理解适用的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刑法第七十七条有关采取强制措

施的规定应如何适用的批复》， “采取强制

措施” 包括已经批准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

措施， 但因犯罪嫌疑人逃匿， 致使强制措施

不能执行的情况。 故应当认为公安机关已经

对劳荣枝采取强制措施。 之前和之后劳荣枝一

直逃避侦查， 依据 1979 年 《刑法》 第 77 条，

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故 1996 年 8 月 18 日前

劳荣枝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追诉时效终止， 不

再计算、 变化， 不会届满、 中断。

1997 年 10 月 10 日， 劳荣枝、 法子英抢

劫并杀死梁某春、 刘某清， 依据 1997 年 《刑

法》 第 263条第 5项， 构成抢劫罪， 对应的法

定最高刑为死刑， 依据 1997 年 《刑法》 第 87

条第 4项， 对应的追诉时效期限为二十年。 故

“劳荣枝抢劫杀死梁某春、 刘某清案” 的追诉

时效期限届满之日应为 2017 年 10 月 9 日。 但

该犯罪于 1997 年 10 月 12 日被刑事立案， 追

诉时效终止。

1999 年 7 月 22 日， 劳荣枝参与杀害陆某

明， 依据 1997 年 《刑法》 第 232 条， 构成故

意杀人罪， 对应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 依据

1997 年 《刑法》 第 87 条第 4 项， 对应的追诉

时效期限为二十年。 1999 年 7 月 23 日， 劳荣

枝抢劫并杀死殷某华， 依据 1997 年 《刑法》

第 263条第 5项， 构成抢劫罪， 对应的法定最

高刑为死刑， 依据 1997 年 《刑法》 第 87 条第

4 项， 对应的追诉时效期限为二十年。 该故意

杀人罪的追诉时效期限因抢劫罪而中断， 两起

犯罪追诉时效期限届满之日均为 2019 年 7 月

22 日， 因 1999 年 7 月 23 日刑事立案而追诉

时效终止。

依 1997 年 《刑法》 及相关规定， 若某个

犯罪刑事立案之日在追诉时效期限内， 则追诉

时效终止于刑事立案之日， 不再变化， 可以无

限期追诉， 无论犯罪人何时到案， 均可以追

诉。 共同犯罪中， 对应的追诉时效期限往往相

同， 刑事立案引起追诉时效终止的效果及于每

个共犯， 不受分案的影响。 其实， 在 1997 年、

1999 年的犯罪被刑事立案后， 劳荣枝都实施

了逃避侦查的行为， 依据 1997 年 《刑法》 第

88 条第 1 款， 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即可以

无限期追诉， 结论仍是未超过追诉时效。

常州案可报请最高检核准追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5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 第 322条规定了报请核准追诉的条

件。 “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 应解释为， 某个

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为二十年， 且对其刑事立

案之日在犯罪成立二十年后。

常州案的发生日期不明， 可以肯定劳荣枝

的行为构成绑架罪， 对应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

徒刑， 追诉时效期限为二十年。 该犯罪因

1999年 7月 22 日、 23 日的两次犯罪而中断两

次， 重新从 1999 年 7 月 23 日计算追诉时效，

追诉时效期限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届满———该

日前若又犯罪会再次中断。 正常情况下， 公安

机关应当刑事立案再并案， 发现同种犯罪直接

侦查取证只是较小的程序瑕疵。 常州案的 （立

案） 侦查之日， 很可能在 2019 年 11 月 28 日

至 2020 年 1 月 7 日之间， 即在追诉时效期限

届满后才 （立案） 侦查， 不适用 《刑法》 第

88 条。 故常州案符合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追诉的条件。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本文

是国家检察官学院 2022 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 （编号： GJY2022D35） 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于 2021 年 1 月修改了 《动物防疫

法》， 顺应了生物安全保障需要， 对动物防

疫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为了与上位法保

持协调，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10 月 28 日修订通

过了 《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并于 12月 1日正式生效实施。 该

法以对上海市动物防疫工作的基本原则、 体

制机制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全面规定， 为上

海动物防疫提供了坚实的地方立法保障。

《条例》 针对上海这一超大型城市的动

物防疫工作特点和需求， 作出了一系列相关

规范， 有不少制度创新。 而有关上海动物防

疫工作格局与协同机制构建以及数字化动物

防疫的规定则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个重要

制度创新。

构建长三角动物防疫协同治理

有关上海动物防疫工作格局与协同机制

的规定是 《条例》 最显见的制度创新和重要

亮点。 动物防疫工作是公共卫生安全工作乃

至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方面， 事关广大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 也事关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 需要遵循风险防范、 防治结合的

工作理念与各方协同配合、 彼此支撑的工作

思路。

为此， 《条例》 明确将“预防为主， 预

防与控制、 净化、 消灭相结合的工作方针，

坚持综合防治、 依法检疫、 重点控制、 全程

监管” 作为上海市动物防疫工作的基本原

则， 建立了以市、 区农业农村部门作为主管

部门， 动物卫生监督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作为专门机构， 发展改革、 市场监管、 卫

生健康、 绿化市容等其他部门加以配合的动

物防疫工作格局。 在这一工作格局之下， 动

物防疫既有专门机构负责， 又有明确部门主

管， 还有其他部门配合协同， 有助于上海市

动物防疫工作统筹推进、 一体建设， 确保动

物防疫工作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 全市“一

盘棋”。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条例》 还以地

方立法形式构建起了长三角地区动物防疫工

作协同机制。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

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

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 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深

入推进， 强化长三角地区社会协同治理已经

成为长三角地区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包括动物防疫在内的生物安全协同治理显

然也在其中。 动物疫情具有爆发快、 易传播

等特点， 必须遵循以防为主的思路， 讲求提

前介入、 快速行动、 系统施治， 需要加强动

物检验检疫、 防疫风险评估以及疫情分析预

警与信息交流协作， 尤其需要加强相互毗连

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而长三角地区

作为一个事关上海、 浙江、 江苏乃至安徽等

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显然

更需要加强彼此在动物防疫工作方面的协同

配合。 这是更好推进上海动物防疫工作的必

然要求。

基于此， 《条例》 第 10 条规定， “本

市推动建立长江三角洲区域以及与其他省市

动物防疫工作协同机制， 在动物检验检疫、

防疫风险评估、 疫情分析预警、 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和无规定动物疫病生物安全隔离区建

设等方面， 开展协作及信息交流， 保障区域

公共卫生安全。 市域外农场行政管理机构、 市

动物防疫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与农场所在地政府

沟通， 推进落实域外农场的动物防疫工作。”

该规定作为 《条例》 顺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

势、 为高效推进上海动物防疫工作而在制度上

进行的一项重要创新， 不仅是 《条例》 的重要

亮点， 也是一个重要制度创新。

推进动物防疫工作数字化转型

有关数字化动物防疫的规定是 《条例》 另

外一个显见创新和亮点。 近年来， 伴随着数字

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化治理逐渐成为当代国

家治理乃至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 将政府治理

与社会治理纳入数字化轨道已经成为各地强化

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效率的必然选择。 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强调，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

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举措， 对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 建设法治政府、 廉洁政府、 服务型

政府意义重大。

在动物防疫方面， 推进数字化建设有着更

为重要的意义。 动物防疫需要加强疫情预判与

评估， 需要实现疫情信息乃至生物安全信息的

全过程监控与全链条追溯，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

政府必须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之上。 换言之，

上海动物防疫工作需要而且离不开数字化治

理。 上海在数字化治理方面一直都走在全国前

面， 其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和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 平台是上海政府治理乃至社会治理的

突出经验和重要名片。 在这种背景下， 数字化

治理既是上海在推进动物防疫工作方面的重要

依赖， 也应当成为上海强化动物防疫工作的优

势选择。 在动物防疫方面乃至整个生物安全保

障领域， 上海需要将其建设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 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平台的经验确立

下来并以制度的形式引入到地方立法之中， 并

作为重要经验加以推广。

《条例》 作为上海动物防疫地方专门立法

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生物安全地方立法， 显然

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其第 31 条规定： “本市

依托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和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 平台， 推进动物防疫工作数字化转型，

实现饲养、 屠宰、 经营、 运输、 无害化处理等

全链条可追溯， 以及动物疫病监测、 重大动物

疫情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处置、 动物防疫违

法行为等信息互通与共享， 提高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效能。” 这既满足了上海动物防疫工作数

字化建设的需要， 强化了 《条例》 的针对性、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也充分体现了上海在数字

化治理方面的优势和特色， 是 《条例》 另一个

显见的亮点。

当然，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之外， 《条例》

还顺应 《动物防疫法》 的修改以及 《生物安全

法》 的实施增加了很多有助于防范生物安全风

险的制度， 包括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制度、 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制度、 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制度

等， 并针对萌宠乐园、 马术场馆等室内动物园

的防疫提出了明确要求， 既彰显了极强的生物

安全法治观念， 又体现出了鲜明的务实性。 这

些显然也都是 《条例》 作为一部地方立法的重

要亮点。 总体而言， 《条例》 作为上海市地方

生物安全立法乃至整个国家生物安全立法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一部具有创新性且比较务实的

立法， 其在推进上海市动物防疫工作方面的效

果值得期待！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温州大学法

学院教授、 生态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化治理助力上海动物防疫
刘长秋

追诉时效如何适用于劳荣枝案
王登辉

□ 去年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 顺应了生物安全保障需要， 对动物防疫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为了与上位法保持协调， 《上海市动物防疫条

例》 已做出相应修订， 为上海动物防疫提供了坚实的地方立法保障。

□ 《条例》 以地方立法形式构建起了长三角地区动物防疫工作协同机制。

长三角作为一个事关上海、 浙江、 江苏乃至安徽等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命运共同体”， 显然更需要加强彼此在动物防疫工作方面的协同配合。

□ 在动物防疫方面乃至整个生物安全保障领域， 上海需要将其建设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 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平台的经验确立下来并以制度

的形式引入到地方立法之中， 并作为重要经验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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