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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防止案件“带病”起诉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健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机制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陈菲、荣启涵）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曹建明 !"日向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检工作报告
时指出，#$!%年检察机关将推进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
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充分发挥审前
主导和过滤作用，健全听取辩护律
师意见机制，防止案件“带病”起诉。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检

察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深化司法改
革各项部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
盼，修订检察改革五年规划，出台司
法责任制等改革文件 &"件，与中央
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深化人民监督员
制度等改革文件 '件，开展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等改革试点 (&项。
据了解，全国已有 %)$个检察

院纳入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
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

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改革
试点，上海、吉林、湖北、海南、青海
*省份已全面推开。
曹建明在作报告时表示，今年

检察机关将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
为核心的四项改革试点。深化刑事
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探索检察环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扎实推进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深入推进
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

最高法今年将
增设巡回法庭

! ! ! !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记
者罗沙、陈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 (" 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指出，#+,% 年要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增设最高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

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以司
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试

点，完善履职保障等配套制度。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探索刑事诉讼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推进刑事速裁程序
试点。继续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
改革。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和小额
诉讼程序，实现繁简分流。

最高法引用三起小案例大有深意
树立行为规则 引领社会风尚 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 !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
中，提到了三起小案例。他说：“有关法院依法
审理首例‘斑马线罚款案’、首例姓名权行政案
件，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北京市第三
中级法院依法审理世奢会（北京）国际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诉相关媒体案件，认定有关报道不
构成侵权，切实保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

此次两高报告中引用了大量案例。记者
统计了一下，最高法报告中提到了 !!起具体
案件，最高检则提到了 !"件具体案件，有很
多都是大案要案。相比之下，“斑马线罚款
案”、首例姓名权行政案件、世奢会诉媒体名誉
侵权案三个案件，尤其是前两个，看似很不起
眼。那么，最高法报告中提到这三起案例，究竟
有何深意？昨天，记者采访了对几位法律有深
入研究的代表委员，请他们对此进行分析。

首例#斑马线罚款案$

!案件回放" 去年 !月 "!日!浙江省海

盐县的贝先生在驾车途经海宁市区西山路口

时! 对正在人行横道线上行走的行人没有停

车让行! 被执法的海宁公安局交通警察发现

并拦下! 以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给予罚款 !##元并

扣 "分的行政处罚" 在申请复议维持原处罚

决定后!贝先生不服!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只要行人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机动车必须停车让行" 故此!海宁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支持了交警大队的主张$

驳回贝先生的诉讼请求"贝先生仍不服!依法

提起上诉" %#!&年 '月 !(日上午!这起全国

首例不服#斑马线之罚$行政案件在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

一审法院支持交警大队的主张! 驳回原告贝

先生诉讼请求的判决&

委员点评
司法将发挥指引和示范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复旦大

学法学院教授孙南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将这样一个看起
来很小的案子写入工作报告，显然是有深意
的。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我们在立法、释法和
法律实践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从法律上来看，
案件的标的可能有大小，影响也可能有大小，
但是核心是一样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秩序。这
起案件虽小，但首先，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
它也算一个“民告官”的案子，当事人认为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处理结果不合理，于是提
起诉讼，我们的法律也给了他这样的权利。在
实践过程中，他从行政复议到法院一审、二
审，经过 "个半月的时间换得一个最终结果，
也充分地享受到了这样的权利。

据我了解，案件当事人之所以一而再、再
而三地复议、上诉，是因为在当事人看来，当
他看到行人时是减速准备让行的，但行人主动
停下来等候，他才把车开了过去。他感觉自己

并没有不让行人的主观故意，因此感到委屈。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要赞赏当事
人较真求真的法治精神。有这样的公民存在，
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是有推动作用的，也更能
够促进和监督执法部门依法行政、认真执法。

而从审判的角度来看，这起案件的确如
周强院长所说，起到了“树立行为规则，引领
社会风尚”的作用。我们必须看到，在这起案
件中当事人其实是有选择的，行人的主动让
行，其实是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因为与
机动车较劲，很可能意味着受伤甚至受到生
命威胁，行人的让，是因为害怕。我们知道，在
很多发达国家，车辆与行人相遇时，往往驾驶
员会挥手示意让行人先走，这就是一种价值
观，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也
是一种对法律对规则的尊重。

因此，在这个案件中，司法是有指引和示
范作用的，也说明我们的法律在制定时，是更
加尊重生命权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一种体现。我觉得，周强院长之所以点到
这个案例，也说明这种情况的存在已经非常
严重。在日常生活中，不让行人的不仅是机动
车，还有大量的电动车和摩托车，他们的做
法，有悖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的文化传统。这个判例将我们的法院审判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对
严格执法起到了鼓劲撑腰的作用，对更多人
有警示和启示作用。

世奢会诉媒体名誉侵权案
!案件回放" 世奢会自称是一个全球性

的非营利性奢侈品行业管理组织! 以其名义

联络外国使节'政府组织并开展奢侈品排名'

企业授权'组织奢侈品展会" 南方周末'新京

报等媒体刊发报道质疑世奢会之后! 该报社

及记者被卷入一系列民事及刑事诉讼之中"

%#!)年 %月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 新京报社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世奢

会名誉权的侵害! 判令两被告在判决生效七

日内!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一审

宣判后!新京报社不服!上诉至北京三中院"

%#!&年 !!月 '日北京三中院作出终审

判决!撤销朝阳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世奢

会$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认为!新闻媒体

有正当进行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权利!对

自愿进入公众视野! 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

获取知名度!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

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主体! 一般社会公众对

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

体进行披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要! 由此

形成了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责任&

代表点评
保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

陈旭&

舆论监督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权
利。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不仅是客观的新闻
报道，还应该加强新闻监督，弘扬正气、提升
正能量。因此我是赞成、支持新闻单位行使
舆论监督权，特别是要对一些有违社会道德
风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欺诈、恶
意竞争、侵害公民权益等行为加强监督。新
闻媒体的监督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新闻媒体的监督必须保持它应有的独立
性，要站在整个国家利益，站在正确的是非判
断上，进行正当的批评，有自己的态度。新闻
还应当有其正义性和尖锐性。舆论的批评对
于社会形成良好风尚是有好处的。

当然，新闻的监督要建筑在客观真实的
基础上。从法律的角度，应当支持和保护新闻
的舆论监督权。

目前，对个人诬陷、诽谤等民事侵权，法
律是有规定的，现有法律是可以调节的。对于
故意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进行新闻报道，损害

企业和公民的权利，法律对企业和公民也是
可以保护的。但是，新闻单位还是有特殊性。
建议要抓紧新闻立法，使新闻监督纳入法治
轨道，更加规范。

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
!案件回放" %##'年!济南市民吕某给女

儿起了一个既不随父姓' 也不随母姓的诗意

名字)**北雁云依&在办理户口登记时!被当

地派出所以姓名(北雁云依$不符合办理户口

登记条件为由而拒绝& 为此!吕某于 %##'年

!% 月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成为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

%#!&年 )月 %!日!这起行政诉讼案在被

中止 !年后! 在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重新开庭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选取(第

三姓$应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随意

选取姓氏甚至恣意创造姓氏! 会增加社会管

理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极易造成社会管理

混乱!无利于社会和他人!有违公序!还会冲

击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 违背社会善良风俗

和一般道德要求!有违良俗& 因此!法院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未上诉&

代表点评
公民享有姓名权但必须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林荫茂&

本案系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件。
公民享有姓名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姓名
权也必须在规范的管理下享有。这个案件的
审理，直接推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相关问
题进行立法解释，因此具有一定的意义。

#$!%年 !!月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司法
解释，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
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
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
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
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
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姓氏主要来源于客
观上的承袭，承载了对血缘的传承、对先祖的
敬重、对家庭的热爱，重视和尊崇姓氏的传承
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符合主流价值观念，
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载体和镜像。这
起案例的当事人仅凭个人喜好愿望并创设姓
氏，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会造成对文化传统和
伦理观念的冲击，既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一
般道德要求，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
社会的良性管控。

最高法院报告选取这起罕见的个别案
例，想要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人民法院通过司
法审判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
对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
优良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特派记者 邵宁 潘高峰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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