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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的合议庭由包括审
判长在内的三名法官组成，其
中一人担任承办人。

一拿到案子，承办人要把
所有的案卷都看一遍，发现问
题的，要给原审法院或公安机
关发函，要求补查并做出说明，

必要时自己也去查。
虽然报送到最高法院复

核的死刑案件大多数都已经
过了两审，但是低级错误依然
时有发生：有的现场勘验笔录
上的物证提取时间居然比送
检的时间还晚；有的提取物证

时记录的是一件蓝色薄毛衣，
送检时写的是黑色夹克衫。

最高法院某刑庭领导在
中国法学会一次交流时曾介
绍，2013年报送到最高法院
的死刑复核案件，要进行证据
补查的达到了39%。

法官们介绍，和证据存
疑的案件相比，对政策的考
虑存在一定弹性。一些案件
如果处于两可之间，被害人
家属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
键。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
获得谅解，被告人就可能保
住一命。

“有时候我拿到一个案
子，一看有自首。第一反应
就是，又得调解了。因为就
算你核准了，报上去，领导也
会打回来，让你调解，看看能
不能少杀一个人。所以还不
如自己先把工作做了。”一位
死刑复核法官说。

2010年11月3日，长期
遭受家暴的四川下岗女工李
彦在争执中将丈夫杀死，碎

尸后烹煮。二审被判处死刑
后，她等了近两年，直到今年
最高法院才裁定不予核准，
理由就是被害人存在严重过
错，李彦的主观恶性也就没
那么大了。

但也有没能保住命的，
比如药家鑫。“他并非预谋犯
罪。一个大学生，心智还不太
成熟，撞了人以后失去控制。
而且，他是在警方完全没有掌
握到线索的情况下，由父母带
着来自首的。按照最高法院
的标准是可以不杀的。但没
办法，舆论太厉害了，还是杀
了。”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说。
多位最高法院的领导和法官
事后都在不同场合提到，该案
件对法院的伤害很大。

据多位最高法院法官介
绍，死刑复核阶段主要考虑
两个问题：一是证据，二是政
策。前者关注犯罪是否构
成，后者考虑罪行是否至死。

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
过的高级法官介绍，死刑核
准权刚收回的几年，不核准
率相对较高，大约15%，现在
不足10%。2007年，死刑缓
期执行数量首次超过死刑立
即执行数量。

法官们说，最高法院对
证据要求非常严格，绝不会
因各种压力就判处或核准一

个可能无罪的人死刑。最典
型的就是福建念斌投毒案，
被告人在一个多月前被宣告
无罪，此前他曾四次被判死
刑，多亏最高法院以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为由，一直没有
核准。

2007年和2010年，最高
法院还两次联合最高检察
院、公安部等下发文件，对死
刑案件的证据提出了更高要
求。例如涉及命案的，要求
通过被害人近亲辨认、DNA
鉴定、指纹鉴定等方式确定
被害人身份。

上述工作完成之后，承办
人要写出详细的审查报告，
包括存在哪些证据瑕疵、哪
些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是
否有需要补查的地方，补查
的结果如何，是否影响做出
核准的判断等。

承办人写完报告后，要
将案卷和报告提交给其他
合议庭成员，让他们独立阅

卷并写报告，一般给一周时
间，案件复杂的可延长。

法官们介绍，三人独立阅
卷后，要在书记员的记录下进
行讨论，得出多数意见或一致
意见后，报主管庭长或副庭长
把关，再报主管副院长，通过
后就能核准，最后由院长统一
签发死刑执行命令。

如果主管庭长觉得案件

存在疑点，或者合议庭意见
分歧很大，就有可能先把案
件提交庭内的审判长联席会
议讨论，合议庭再根据他们
的意见重新讨论，如果仍有
分歧，案件就要提交审判委
员会或者刑事审判专门委员
会。一般情况下，只有重
大、疑难案件才会提交审委
会讨论。

最高法院“刀下留人”知多少

□据 中新网

自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8年来，中国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程序完全改变
了，截至目前最高法院已经复核了152个死刑案件。一名法律专家告诉记者，“和
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量减少超过1/3，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

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
后，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两
个增为五个，这些刑事审判庭
承担了全国各地的死刑案件
复核工作。

五个庭的管辖范围，采取
地域和类型相结合的原则。

刑一、三、四、五庭的死
刑复核案件，基本按照省份
分配到“大合议庭”中。一
般每个省份对应一个“大合
议庭”，案件较多的省份对
应两个。

据了解，由于近年来暴恐

案件增多，加上十八大以后重
大职务犯罪多发，2014年开
始，原本归刑二庭专门管辖的
经济犯罪案件被分配到了其
他四个庭，内部专事职务犯罪
的“大合议庭”，也由一个增加
到了三个。

一看证据，二看政策

谁来决定被告人的生死

低级错误时有发现

死刑复核由多个刑事审判庭承担

“不杀”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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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称：死刑复核权上收八年，全国每年死刑数量减少超过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