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24 年第 3期，总第 130期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编 2024 年 3 月 26日

【编者按】申诉申请再审率是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

中涉刑事审判质量管理的指标之一，与二审服判息诉率互为表

里，是评价刑事审判质量的核心指标。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贯重视刑事审判质量管理指标的优化，刑事二审服判息诉率位

列省内前茅，并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优化申诉申请再审率指标的

五项工作做法。现将经验做法予以刊载，供各地法院学习借鉴。

关于在刑事审判中优化申诉申请再审率质效指
标的路径探讨

——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近年刑事审判实践为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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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2024 版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

体系中，申诉申请再审率系该指标体系中涉刑事审判质量管理的

19项指标之一。申诉申请再审率与二审服判息诉率互为表里，反

映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实现终审、发挥定分止争作用的情况，

同时彰显案件当事人在其切身经历的司法案件中能否感受到公平

正义，是评价刑事审判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切实优化申诉申请再审率指标，提升终审

裁判服判息诉率，是一项触动刑事审判全流程的系统工程，需深

植内功，不可一朝而得。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近年的刑事司法

实践中，一贯高度重视生效裁判的服判息诉问题，致力提升刑事

裁判的公信力，2023 年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审服判息

诉率达99.47%，该项指标位列山东省前茅。参量青岛中院的刑事

司法实践，优化申诉申请再审率指标的路径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

点：

一、完善繁简分流机制，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服判息

诉工作效能

据统计，2023 年全省刑事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已

达近 90%，认罪认罚案件的申诉申请再审率将直接影响整体服判

息诉工作的基本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身即具备服判息诉效能，

如何最大化发挥该效能，主要应从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合理分流

机制和严格贯彻依法从宽两个方面予以把握。青岛法院作为最高

院授权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之一，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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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率先开展刑事速裁程序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优

势，立足已经取得的“青岛经验”，推动构建速裁程序、简易程

序、普通程序有效衔接，触发机制随时切换的繁简分流体系。围

绕繁简分流合理机制构建，完善庭前证据审查、庭审认罪认罚自

愿性确认机制，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表面认罪而实质不认罪的

案件及时转换程序予以审理，确保认罪认罚案件要认罪彻底。在

认罪认罚案件审判工作中，全面总结吸收认罪认罚试点阶段的经

验教训，会同检察机关设立合理的从宽处罚梯度，并在量刑建议

提出和量刑裁决中严格趋同把握，力求认罪认罚案件做到依法从

宽到位，切实降低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和申诉率。对于一审认罪

认罚的上诉案件，除非原审判决确有硬伤，一般不予改判，形成

刚性的示范效应，体系性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服判息诉效能的

发挥。

二、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程序正当性

和实质争议公开化裁决机制巩固刑事裁决公信力

针对非认罪认罚案件，往往系辩方对于控方的案件事实或情

节认定、证据采信，抑或量刑情节的考量权重等抱有不同程度的

异议，应当通过落实庭审实质化展现争议、消弭分歧，为裁决正

当性夯实基础。青岛中院在近年的刑事审判工作中，以落实“三

项规程”为关键举措，更新刑事司法理念，创新审判机制。切实

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对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

证一质，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

争议交锋在法庭、不断推动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充分运用庭前



— 4 —

会议解决分歧，对于涉黑恶、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重大案件均

通过庭前会议确定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明确法庭调查重点，确

定庭审思路和方案，保证法庭集中、高效审理；高度重视裁判文

书释法析理，力求刑事裁判实质性回应争议；最大限度保障当事

人诉讼权利，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覆盖全市法院、检察院和看守所

的法律援助工作站，落实了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制度，实现惩罚

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通过以上措施，不断巩固刑事裁判

的公信力，切实强化生效裁判的服判息诉效果。

三、强化审判业务对上请示和对下指导，统一执法尺度持续

巩固刑事裁判稳定性

当事人在亲历的刑事诉讼中对公平正义的具体感受，往往并

不完全源自公正的最终裁决，更来自刑事诉讼的过程，而刑事裁

判内核的稳固可对抗一切非议，进而强化当事人的具体感受。青

岛中院近年来高度重视刑事审判业务疑难问题的归集和研判工作，

对于争议性法律适用问题，通过专题请示、个案汇报、法答网请

示等途径，及时请示上级法院并明晰意见。在此基础上切实发挥

对辖区刑事裁判“指导”和“把关”的关键作用，狠抓对下监督

指导，做好类案裁判思路引导和专项业务技能培训工作。每年召

开刑事审判工作会，全面总结审判工作经验、梳理改发案件中的

普遍性问题，专人讲析疑难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新法律规定

精神，凝聚共识；定期召开刑事专业法官会议，做好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敏感案件的个案指导，听取基层法院就法律适用难点问

题的汇报并明晰意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青岛法院关于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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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金融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情况,发布典

型案例，提供类案权威指引；制发类案裁判规则、指导性文件、

会议纪要等，就法律适用的难点疑点问题逐一明确观点方法，着

力统一证据规格；运用法答网及时答疑，帮助基层法院解决问题、

统一认识，避免案件“带病”进入二审。通过专业化、全方位的

业务指导，力求两级法院对司法实务问题的高度趋同把握，不断

巩固刑事裁判的稳定性。

四、贯彻能动司法理念，以多元化诉源治理举措助推缠诉易

发领域的矛盾化解

综合审视近年刑事审判领域的缠诉滥访案件，具备具体人身

或财产权利被侵害人的案件占据了大多数，实现该申诉高发领域

的服判息诉，就要立足化解矛盾、创新机制平衡权利侵害修复和

刑事裁决的关系。近年来青岛两级法院主动延伸司法职能，立足

社会治理需要，注重实质化解矛盾，推动建立联动处理刑附民工

作机制，联合签署《关于建立刑事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的工作办

法(试行)》《关于建立财产刑保证金提存制度的工作办法(试行)》

等，指导基层法院探索推行刑附民赔偿联动机制，把附带民事赔

偿纳入刑事执法一体化进程，从根源上化解因赔偿问题衍生的社

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五、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以理念融通助力巩固当事人

对刑事裁判的接纳性

在刑事申诉案件审查过程中，我院发现为数不少的案件存在

律师代理申诉的情形，且一审或二审辩护律师直接代理、推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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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情形比较普遍。为有效提升生效刑事裁判的服判息诉率，良

性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也应提上日程。青岛法院在近年的刑事

审判司法实践中，一贯强调重视与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工作，立

足构筑良性的法律共同体，针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多次组织同堂

培训、定期召开律师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互派代表参与培训交

流。在个案审判过程中，注重坦诚交流意见，力求做到辩驳有据，

通过辩护律师向当事人传递青岛法院的刚度和温度，着力强化刑

事裁决的公信力，多方参与促进案件当事人接纳裁决。

总而言之，刑事审判中申诉申请再审率指标的优化提升应立

足于刑事裁决公正之“里”，同时注重程序正义、回应化解争议

之“表”，表里共融互映，始能事半而功倍。

报：本院领导，审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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