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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

刑事司法理念不能“跟不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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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8 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向大会作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报告中一组数据引人注意： 人民法院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 4.9 万

件， 较 10 年前下降 28.7%。

“但是， 面对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 刑事司法理念在一些案件处理过程中

还存在‘跟不上’ 的问题， 需要我们及时更新刑事司法理念。” 近日， 全国人

大代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在接受上海法治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是贾宇在上海履职的第三年。 从上海法院的“新人” 到“建设者”，

他有何深层感受？ 深耕刑事法学研究多年， 他如何看待刑事犯罪结构重大变

化， 刑事司法理念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 “涉外司法”

等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高频词， 上海法院有何作为， 又将如何进一步有所为？ 记

者再次与贾宇展开深度对话。

□ 记者 胡蝶飞

记者： 我们关注到两个数据， 2024

年上海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86 万

件， 同比下降 11.4%。 诉前调解成功案

件 31.6 万件， 同比上升 121.5%。 您如

何看待这“一升一降”？

贾宇： 收案量下降、 调解量上升，

这“一降一升” 两个数据， 是上海法院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坚持

“抓前端、 治未病” 的工作成果。

上海法院坚持多元共治理念， 推动

实现矛盾纠纷从“化解得少” 向“化解

得多” 转变， 深入开展“程序空转” 专

项治理， 加强立审执各环节释明疏导和

调解化解工作， 提高审判执行质效， 强

化涉诉信访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 着力

从源头上减少上诉、 再审和申诉信访案

件， 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满意

度。

与此同时， 我们坚持源头治理理

念， 推动实现矛盾纠纷从“不仅治标”

向“更加治本” 转变。 持续推进调解平

台“进乡村、 进社区、 进网格”， 加强

“甘棠树下” “解纷直通车” “奉法客

堂间” 等接地气暖人心的基层解纷品牌

建设， 深入推进房产物业、 商事金融等

重点领域纠纷源头治理， 及时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此外， 我们还坚持审理与治理并

重， 积极推广源头治理创新项目和“数

助治理” 应用场景， 不断加强社会治理

类司法建议工作， 助力更好预防矛盾纠

纷。

尽管纠纷多元化解已取得成效， 但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目前案件总体

而言仍处于高位运行态势， 疑难复杂新

类型案件数量上升， 人案矛盾依然突

出。 纠纷源头化解， 仅靠法院一家“单

打独斗” 远远不够， 未来， 上海法院将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多元治理大格局之

中， 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上海、 法

治上海。

记者： 近年来， 我国刑事犯罪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 您深耕刑事法学研究多

年， 结合司法实践， 能否谈一谈刑事司

法理念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贾宇： 近年来， 我国刑事犯罪结构

发生了重大变化， 故意杀人、 抢劫、 强

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持续下降， 危险

驾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轻罪案

件大幅上升。

但是， 面对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

刑事司法理念在一些案件处理过程中还

存在“跟不上” 的问题， 需要我们及时

更新刑事司法理念， 将传统的德主刑

辅、 明德慎罚的慎刑理念与当前刑事司

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这意味着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能机

械司法， 就案办案， 要发挥好刑事审判

治罪与治理并重的双重功能， 要正确处

理好“严” 与“宽”、 惩治与教育、 一

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关系。

上海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 该“严” 则“严”、 当“宽” 则

“宽”。 在“严” 的方面， 依法严惩严重

刑事犯罪， 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公

共安全犯罪， 杀人、 抢劫、 强奸、 绑

架、 涉枪涉爆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

感的犯罪， 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 残害

老弱妇孺等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

践踏社会良知的重大犯罪等， 依法严厉

惩治。 在“宽” 的方面， 比如， 如果犯

罪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 要敢于

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 的规定予以

出罪。

今年， 上海法院根据中央和最高人

民法院的相关部署精神， 还提出要推进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需要相关部

门、 单位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 上海数

字法院建设过程中， 通过优化审判信息

化建设平台， 推动了律师通知、 指派、

阅卷、 文书送达等各项流程的电子化，

这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提供了便

利条件。

接下来， 上海法院将努力促进律师

辩护全覆盖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

记者： 我们注意到， 上海市营商环

境 8.0 版行动方案中， 法治化相关内容

显著增加， 包括“解决商业纠纷” “办

理破产” 等， 都与法院工作相关。 在您

看来， 上海法院该如何发力？

贾宇： 今年是上海法院扎实推进法

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第八个年头。 回望

这段历程， 我们从未停歇过， 也一刻不

敢停歇。

在让市场满意度的反馈更加直观方

面， 几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比如， 去

年上海法院商事纠纷案件一审平均审理

时间下降至 48 天， 破产案件平均办理

时间缩短 121 天， 均是近年来最优水

平， 这是企业能直观感受到的高效。 再

如，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金

额同比上升 132.4%， 这是企业能直观

感受到的公正。 又如，96.2%的诉讼材料

实现电子送达，47.5%的庭审以线上方式

进行，这是企业能直观感受到的便捷。

当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对标

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更高要求， 要进

一步提升司法服务重大战略部署的主动

性、 前瞻性、 精准性。

我们的破局之策， 就是拿出更多切

实、 有效、 可行的改革举措。 今年， 我

们将重点关注企业商业法律风险的源头

预防， 比如， 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企业设

立、 运营的商业法律风险告知防范机

制， 建设企业商业法律风险防范案例库

等， 进而帮助企业有效提升风险识别和

预防能力。

同时，加强庭审、鉴定、执行、上诉和

最后一次开庭到结案等重点环节的程序

控制，从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节点时限

等维度加强集约化管理， 优化流转及办

理程序，让纠纷解决得更好更快。

为了服务企业更好“走出去”，我们

提出建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涉外商

事纠纷协议管辖示范条款机制。不断扩大

上海法院委托WIPO上海仲裁与调解中

心调解涉外案件的覆盖面， 推进涉外知

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等， 让更多经营主

体对上海涉外纠纷解决能力更有信心。

记者： 上海法院如何推进涉外法治

工作， 依法平等保护中外经营主体合法

权益？ 下一步如何持续提升上海涉外司

法的国际影响力？

贾宇： 近年来， 上海法院坚持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聚焦服务保

障高水平对外开放， 着力健全涉外审判

机制， 提升涉外司法效能， 努力构建与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涉外审判工

作新格局。

聚焦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 我们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硬核”

成果。 比如， 我们在全国首创金融纠纷

概括性先行调解承诺等一系列具有示范

意义的金融审判执行新机制， 金融市场

案例测试机制被写入新修订的《上海市

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我们成

立上海国际商事法庭集中管辖涉外商事

案件， 探索涉外商事纠纷解决“上海范

式”。 我们推动提升上海国际航运能级，

加快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

护航“走出去” 企业， 我们审理了

多起涉及外国单边制裁导致合同违约、

企业权益受损的案件， 在相关案件中坚

决运用法律工具开展反制裁、 反干涉、

反“长臂管辖” 斗争， 彰显中国司法的

公信力与影响力。 助力“引进来” 企

业， 升级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

平台， 吸引 25 家涉外商事仲裁、 调解、

公证等专业机构入驻， 提供仲裁保全、

委托翻译、 外国法查明等在线服务， 为

中外当事人提供了多元高效的商事纠纷

解决路径。

上海法院还打造标杆典型案例， 推

进涉外审判“上海规则” 产出， 为形成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贡献了上

海司法智慧。

接下来， 上海法院将以更新司法举

措对接国际通行规则， 培养孵化更多涉

外法治人才， 不断提升我国涉外审判在

国际上的管辖吸引力、 规则影响力和制

度竞争力。

收案量调解量“有升降”

刑事司法理念“要跟上”

法治化营商环境“不停歇”

涉外审判成果“更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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