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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承认与否，民意对当前刑事审判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民众在司法

领域的参与承载着很多的价值和功能，是未来司法改革的主流方向。刑事司

法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动辄出现的影响性刑事案件

即是例证。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从农村的、

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化的、开放的现代型

社会转变，面临着社会分层、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

情况。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

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

社会 ( 或称过渡性社会) 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处于社会转型期

的我国，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突出的社会矛盾，如社会分

配制度不甚合理、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犯罪现象有增无减等。社会制度面临

着民意的声讨，近些年来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影响性诉讼即是例证。

刑法适用与公众民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人们寻

求公平正义的最后聚集点，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在现有制度对其不利的

状况下，通过“制造”民意“影响”司法已经成为其寻求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根稻草。近年来网络民意 “引爆”社会问题、民众广泛参与的影响性诉讼即

是例证。当前民意对刑事司法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希望通过个案的审判改变

当前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一旦个案的审判结果与民众的内心感受不一致，就

会形成强烈的民意来批判、干扰司法。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民主化水平不

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民法院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如何培育理性民

意、树立司法权威、营造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对于当下中国而言，

显得格外重要。域外实践中关于民意的处理机制虽然能够为我们当今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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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民意是具有历史地域性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

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刑法实践中的民意作出合理的解读。

徐光华
2014 年 9 月 4 日

2

转型期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



绪 论 1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犯罪 10

第一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 11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犯罪的关联 24

第三节 我国当前的犯罪现状与社会转型及其衍生的问题 37

第二章 民众、媒体、刑事司法的现状考察 40

第一节 民众的认知现状与法律信仰 42

第二节 媒体对刑事个案报道的现状 54

第三节 刑事司法对民意的回应 72

第四节 启示 82

第五节 典型个案看民意、媒体与刑事司法
———以两起“捡”球案同案异判为例 85

第三章 从个案类型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92

第一节 从犯罪折射的社会问题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93

第二节 从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97

第三节 从身份特征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112

第四节 从个案反映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116

第四章 从涉案主体的身份特征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126

第一节 涉案主体的身份特征与民众关注 128

1

目 录



第二节 涉案主体身份特征与民意表达 133

第三节 启示 146

第五章 从影响性刑事案件的特征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151

第一节 影响性刑事案件的类型特征 153

第二节 民意表达及其对刑事司法的影响 163

第三节 刑事司法与民意的现状所带来的启示 176

第六章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刑事司法与民意 189

第一节 自媒体时代刑事案件的民意形成 192

第二节 自媒体环境下刑事司法中的民意 202

第三节 自媒体环境下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 207

第四节 自媒体时代民意与刑事司法互动的现状之原因分析 211

第五节 自媒体时代的刑事司法与民意如何良性互动 215

第七章 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适用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222

第一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张适用的领域 224

第二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张适用的特征 230

第三节 扩张适用背后的公众舆论表达 237

第四节 公众舆论对刑事自由裁量权规范行使的影响 243

第五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度扩张适用的应对 251

第八章 典型刑事个案的刑事司法与民意 256

第一节 夏俊峰案 256

第二节 杭州张辉、张高平叔侄案 263

第三节 李天一案 271

第四节 李昌奎案 274

第五节 张家川微博少年因言涉罪案 284

第九章 营造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 287

第一节 域外经验及启示 290

2

转型期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



第二节 我国刑事司法与民意关系的历史考察 299

第三节 我国现实背景下的刑事司法与民意的和谐构建 302

参考文献 311

后 记 348

3

目 录



民意，又称为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

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

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1〕无论是否承认，民意对当前

刑事审判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民众在司法领域的参与

承载着很多的价值和功能，是未来司法改革的主流方

向。〔2〕刑事司法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视角

之一，动辄出现的影响性刑事案件即是例证。英国 2000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新闻种类中的公众兴趣中，按受关

注度排名依次是: 犯罪 ( 30% ) 、健康 ( 29% ) 、体育
( 27% ) 、社 会 ( 26% ) 、宗 教 ( 21% ) 、地 方 政 府
( 20% ) 、科学与技术 ( 18% ) 、华盛顿新闻 ( 17% ) 、文

娱故 事 ( 14% ) 、国 际 事 务 ( 14% ) 、商 业 与 金 融
( 14% ) 、消费新闻 ( 12% ) 、文化与艺术( 10% ) 。〔3〕因

为刑事犯罪以及与之相伴的刑事惩罚对社会公众守持的

生存及生活的理念冲击力、震撼力相对较大，由此引起

的刺激和反应也较为强烈。〔4〕我国现阶段，民众关注的

热点事件中，涉及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的也占多数
( 见表 0 － 1: 2010 年网民关注热度排行榜) 。我国现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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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张隆栋: 《大众媒体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9 页。
陈卫东主编: 《公民参与司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 页。
Pew Research Centre 2000．
顾培东: “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 4期。



社会转型期，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从农村的、乡村的、封闭的、半

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化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面临着社会

分层、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

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

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 ( 或曰过渡性社会) 往往

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

临着社会矛盾的突出，如社会分配制度不甚合理、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犯罪

现象有增无减。社会制度面临着民意的巨大声讨，近些年来频繁出现的群体

性事件、影响性诉讼即是例证。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13 年 《社会蓝皮书》指

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时期，且社会矛盾多样而复杂。近年来，

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08 年
9 月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 : “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 年我国发生社

会群体性事件 0. 87 万件，2005 年上升为 8. 7 万件，2006 年超过 9 万起，并一

直保持上升势头。”仅 2008 年就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如下群体性事

件: 贵州省瓮安县 “6·28”打砸抢烧事件，陕西府谷县 “7·5”警民抢尸

事件，广东惠州“7·17”骚乱事件，云南孟连 “7·19”胶农事件，河北省

廊坊“10·19”铁路征地事件，江西铜鼓县“10·24”山林纠纷事件，重庆“11·

3”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深圳宝安区 “11·7”对讲机砸人事件，甘肃省陇

南“11·17”拆迁上访事件，湖北武汉 “11·18”下岗职工上访事件，重庆开

县“11·21”村民煤矿冲突事件，广东东莞 “11·25”劳资纠纷事件等。近

年来，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高发、上升态势 ( 见表 0 － 2: 1994 ～ 2012 年中国群

体性事件数量不完全统计表)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司法涉

及生杀予夺，又可谓司法正义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适用与公众民意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人们寻求公平正义的最后聚集点，尤

其是弱势群体，在现有制度对其不利的状况下，通过 “制造”民意 “影响”

司法已经成为其寻求公平正义的最后一根稻草。近年来网络民意 “引爆”社

会问题，民众广泛参与的影响性诉讼即是例证。当前民意对刑事司法寄予了

太多的期望，希望通过个案的审判改变当前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一旦个案的

审判结果与民众的内心感受不一致，就会形成强烈的民意来批判、干扰司法。

这一方面反映我国的民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民法院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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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不断加大。如何培育理性民意、树立司法权威、营造民意与刑事司法

的良性互动，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显得特别重要。

表 0 －1: 2010 年网民关注热度排行榜〔1〕

序号 事件 发帖量 浏览量 回复数 博文 总分

1 河北大学“李刚门” 164 447 17 338 523 1 692 001 79 304 96. 4

2 浙江乐清钱云会案 154 714 17 307 468 1 632 933 85 838 93. 6

3 世界杯 133 681 8 119 206 1 195 104 211 112 92. 4

4 360 和腾讯之争 123 527 8 593 663 1 117 174 194 519 91. 1

5 凤姐蹿红网络 109 484 9 483 040 844 275 39 655 90. 2

6 凤凰少女遭警察猥亵跳楼 103 745 9 941 451 937 572 42 647 87. 3

7 上海静安大火 114 936 8 320 972 968 884 129 109 84. 5

8 小月月 124 322 9 085 051 1 065 964 38 665 81. 2

9 犀利哥蹿红网络 109 963 5 797 442 1 250 296 106 196 81. 1

10 宜黄拆迁血案 97 367 4 061 160 986 435 112 567 80. 9

表 0 －2: 1994 ～ 2012 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完全统计表 ( 单位: 起)〔2〕

年份 1994 1999 2003 2004 2005 2006 2009 2011 2012

数量 ( 万) 1 3. 2 6 7. 4 8. 7 9 10 18. 25 25

社会转型时期，司法领域也面临着民意的巨大冲击，刑事司法与民意之

间的紧张关系日渐凸显。民意与刑事司法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关系，理论上存

在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刑事司法应完全独立于民意，过于强调刑事司

法过程中回应民意、强调社会效果，将会极大地损害司法权威。因为社会效

果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无法成为评价司法公正的标准，社会效果司法

标准的介入，将加剧法律适用的任意性，还将导致法律信仰和司法权威的缺

失。〔3〕有的学者则从应然性的角度认为审判过程中不应该考虑民意。作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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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本表总分由各事件网络发帖量、浏览量、回复数、博文数量四项数据，做加权处理后统计
所得。参见喻国明主编: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 ( 2011)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 页。

数据来源: 中国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2012 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
戴乾涨: “契合与冲突: 社会效果司法标准之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 5期。



众民意一种之涉案民意所具有的多元性、易变性、非理性、易受操纵性、案

后性等特点决定了涉案民意不应当成为审判的依据。在现代，民意审判违反

法治原则，具有违法性，学界主张的民意审判的理由都经不起法理上的推

敲。〔1〕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刑事司法过程应该更多地融合民意。〔2〕就实

然状态而言，民意在我国当前实践中确实影响着刑事司法，李昌奎案、许霆

案、刘涌案、吴英案、时建锋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得以改判，舆论对于审

判的影响可以有比较直观的对比。也正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刑事司法与

民意的关系不宜简单看待，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例如，有学

者就死刑与民意之间的关系指出，“在我国，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适用有着广泛

的民意基础，司法实践中死刑大量适用的现实又在不断强化这种群体意识，

在民意与死刑的适用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3〕。近年来，动辄出现的影响性

刑事案件，因为民意的介入，推动了刑事立案、审判程序，最终影响了审判

结果。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处于紧张状态，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刑事司法与民

意的现状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一些个案，正是由于民意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才使得案件的处理更趋合理、公正。例如，许霆盗窃 ATM 机案〔4〕，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即使判处无期徒刑完全符合刑法第 264

条之规定，但与民众的感情相背，如此畸重的法定刑也反映出立法本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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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周永坤: “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载《法学》2009 年第 8 期。
梁根林: 《刑事政策: 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0 页。
唐煜枫: “论民意与死刑实践———一个互动关系的视角”，载《辽宁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06 年第 2 期。
案情介绍: 2006 年 4 月 21 日晚 10 时，许霆到位于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云路上的一家商业

银行的 ATM取款机上取款，在取款过程中他发现取款机系统出现错误，本想取款 100 元，结果 ATM
出钞 1000 元，而银行卡存款账户里却只被扣除 1 元。于是，许霆连续用自己的借记卡取款 54 000 元。
当晚许霆的同伴郭安山得知后，两人结伙频繁提款，等郭回住所拿了借记卡后，许霆再次用银行卡取
款 16 000 元，随后两人离开现场。4 月 22 日凌晨零时许，两人第三次返回上述地点，本次许霆取款 10
万余元，连同前两次总计取款 17. 5 万余元。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既遂判处许霆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民意的影响下，该案发回重审，2008 年3 月31 日，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许霆有期徒刑 5 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甘正培表示，根
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如果依据法定量刑幅度就低判处其无期徒
刑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其在法定刑以
下量刑，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 注: 1997 年《刑法》第 264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①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②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这一规
定已被 2011 年《刑法修正案 ( 八) 》废除) 。



一定的不合理。正是在新闻媒体、民意的强烈呼吁之下，该案才被发回重审

后改判为 5 年有期徒刑。不少案件，正是由于民意的介入，才使得刑事诉讼

程序得以朝着更为公开、公正的方向发展。例如，云南省发生的 “躲猫猫”

事件，〔1〕对此，云南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说法是: 当天李荞明受伤，是由

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 “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不

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这一理由无法让当事人家属、民众信服。此事发生后，

广受媒体关注，网民反应强烈。云南省官方征集网民参与调查 “躲猫猫”事

件真相，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介入此事件的进一步调查，官方公布调查结果:

李荞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调查过程本身就是缓解、平息民意的过程，

这一调查，使得案件事实得以进一步查清，对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看守所执法

环境的大检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看守所非正

常死亡事件 ( 如洗澡死、床上摔下死、噩梦死、睡姿不对死、发狂死、抠粉

刺死) ，在民众的关注下得以公开化，相关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2〕近年

来，民意在推动刑事立案程序、推进司法公开化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视，典

型的如微博反腐，正是因为民意的监督，才使得公权力、司法权能够在公开

的环境下更好地运行。在很多诉讼或案件中，正是由于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才

使得这些诉讼或案件发挥影响，才有可能改变目前中国一些不合理的权力配

置格局，如民意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案进行提审，媒体的介入促使时建

锋“天价过路费”案得以重新审理。〔3〕这反映出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处的

现实环境和存在的严重不足，并引发人们对车牌造假、路政腐败、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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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案情介绍: 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 11 天后却因
重伤入院，因“重度颅脑损伤”于 2009 年 2 月 12 日 6 时 57 分不治身亡。据当地媒体报道，晋宁县公
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李荞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
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的。这一答案引发网友强烈质疑，“躲猫猫”立即成为流行词语。

朱海兵: “躲猫猫、洗脸死: 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亟待遏制”，载《浙江日报》2010年6月24日。
案情介绍: 2011 年 1 月，河南禹州市农民时建锋因在 8 个月内套用假军车牌照免费通行高

速公路 2361 次，偷逃过路费 368 万余元，被平顶山市中院一审因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此事经报道后
引发广泛关注，1 月 14 日凌晨，平顶山市中院以出现“新的证据”为由，对该案启动再审。12 月 16
日，该案再次开审，两被告涉案金额由原审时的 368 万元大幅减少至 49 万元，两被告分别被判处 7 年
及 2 年 6 个月的有期徒刑。



收费过高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离职空姐李晓航代购案，〔1〕一审判处有期徒
刑 11 年，与民众的心里预期出入太大，引发了社会关于当前关税过重的质
疑，民意推动了该案二审改判 3 年有期徒刑。当民意的表达与传播过程宣扬
着与刑事法律相同的价值理念和判断标准时，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同时成了
社会公众的法规范意识得以强化的过程。而当刑事法律规范又借助于民意的
推动，为社会公众所进一步认同和接受时，其自身所具有的评判行为、提供
预期、引导趋向的指导功能也随之得以进一步实现。〔2〕近年来，随着自媒体
( 如微博、微信等) 的兴起，民意的表达更加自由与开放，刑事司法过程中的
公众参与显得更为突出。司法适度接受民意、媒体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会促
使司法更为公开、公正，从实际效果来看，刑事司法中的一些不合理乃至错
误判决，基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得以改判。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发展中国
家，要正视民意对刑事司法的积极意义。〔3〕但是，民意对我国当前刑事个案
的不当影响也不容忽视，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法律上相同的案件，受民意影
响程度的不同，往往得到不同的判决。这一现象使得法律的理性变得随意，

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也会随着随意性的法律而随风逝去，这对于我国本就薄弱
的法律权威形象和群众法治意识基础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例如，贵州、北京
出现两起未经许可“非法”进入高尔夫球场 “捡”球的案件，贵州法院经过
四次审判，在罪与非罪之间不断反复，最终作了无罪判决，北京法院判处当
事人盗窃罪。从应然性的角度看，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封闭的空间取走财物，

侵犯了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财物的占有，应成立盗窃罪。实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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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案情介绍: 2010 年至 2011 年 8 月，离职空姐李晓航与褚某预谋，由褚某提供韩国免税店账
号，并负责在韩国结算货款，由李晓航伙同男友石某多次在韩国免税店购买化妆品等货物，后以客带
货方式从无申报通道携带进境，并通过李晓航、石某在网店销售牟利，共计偷逃海关进口环节税 100
余万元。检方认为，李晓航三人各自分工配合，共同逃避海关监管，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三被告
人的刑事责任。李晓航和男友多次从韩国免税店购买化妆品入境却未申报，并在淘宝网上销售牟利，
被控偷逃海关进口环节税 100 余万元。一审判刑 11 年，罚金 50 万元。经 2013 年 10 月 10 日再次开庭，
李晓航的律师称，一审认定李晓航偷逃税款的证据主要是海关核定证明、李晓航口供等，这些货物只
有约 11 万元现货，其他绝大部分是“订单”。本案发回重审后，海关重新认定，有实际货物部分偷逃
税款约为 8 万元。2013 年 12 月 17 日，案件重审，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李晓航有期徒刑 3 年。

莫晓宇: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 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郭晓红: “构建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关系”，载《法制日报》2012 年 5 月 30 日。



两个截然相反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意的干预而影响了审判。〔1〕贵

州案中“捡”球的主体为弱势群体农民，在基于生存压力所迫进入高尔夫球

场捡球，引发民众的普遍同情，强烈的民意影响司法，司法机关最终作了无

罪判决。而另一起相似的发生在北京的案件，由于主体并非弱势群体，没有

受到民意的关注，司法机关判处了当事人盗窃罪。〔2〕此外，诸多影响性的冤

假错案，如佘祥林案〔3〕、赵作海案〔4〕等，之所以会成为冤案，在相当程度

上就是民意的不当影响所致，司法机关基于民意的压力，在证据不足的情况

下对当事人定罪量刑。又如，2012 年发生的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5〕经媒体

报道后引起普遍关注。该案并不构成犯罪，但民众多要求对涉案主体追究刑

事责任，在民意的影响下，司法机关对虐童幼师颜艳红刑事拘留。“民主的目

的不是利用大众的情绪，而是阻止民众情感的游移不定的反应挫败国家的理

性和深思熟虑的意见。”〔6〕司法本身毕竟是一项职业化的活动，过度的民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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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徐光华、郭晓红: “民意和媒体对刑事司法影响的考察———以两起‘捡’球案同案异判为
例”，载《法商研究》2012 年第 6 期。

徐明轩: “捡高尔夫球案‘同案不同判’之忧”，载《新京报》2011 年 10 月 24 日。
案情介绍: 1994 年 1 月 20 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后，其亲属怀疑是被佘杀害。同年

4月 11 日，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的亲属辨认与张在玉的特征相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杀妻”案迟迟未判。1998 年 6 月，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有期徒
刑 15 年，同年 9 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1 年来，佘祥林在狱中写了厚
厚的申诉材料，并记下了好几本日记，但冤情依旧。2005 年 3 月 28 日，被“杀害”的妻子张在玉突然
归来，而此时，因“杀妻”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的佘祥林，已在狱中度过了 11 个春秋。张在玉突然
回家后，当地一片哗然。慎重起见，公安机关通过 DNA 鉴定，证实了她的身份。2005 年 3 月 30 日，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急撤销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要求京山县法院重审此案。4 月 1 日，39
岁的佘祥林走出了沙洋苗子湖监狱。2005 年4 月13 日，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
无罪。2005 年 9 月 2 日佘祥林领取 70 余万元国家赔偿。

案情介绍: 赵作海，男，1952 年出生。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作河
南版“佘祥林”。1999 年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 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刑 2 年。2010 年 4 月 30 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 年 5 月
9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
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赵作海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

案情介绍: 2010 年 10 月 24 日，浙江温岭市发生一起幼师虐童事件，事件在互联网曝光后
引发网友热议。随后，温岭市教育局和公安局快速回应，对相关当事人依法进行惩治。10 月 28 日，
温岭市公安局正式提请批准逮捕涉事教师颜某，使得舆论风波逐渐平息。经温州警方深入侦查，根据
罪刑法定原则，认为涉案当事人颜某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刑事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
罚，羁押期限折抵行政拘留。

［德］ 卡尔·曼海姆: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27 页。



预容易导致泛平民化，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最终由于民意的泛化而失去其

方向性。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如果过多地受到民意的不当干预，不仅是司法的

悲叹，而且是民意本身的悲痛。任何司法制度，都存在错误裁判的可能性。

但如果对于当事人的错判是由于 “民意”的干预所引起的，则有必要对此种

民意的处理机制进行检讨，使其免受不当的 “民意”的左右。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如果错案的缘起既不是司法人员的一时疏忽，也不是司法运作的偶

然偏差，而是基于一种 “民愤”的差使，那么，就有必要解读民愤的缘起与

扩张，探究民愤的感性与理性，评判民愤的虚假与真实。在我国当前刑事司

法实践中，即便因为民意的监督从结果上推进了司法公正，但如果出现了民

意与司法判决之间的多次反复，在相当程度上会削弱司法公信力，会造成民

意干预司法的恶性循环。当前我国涉法涉诉信访总量处于一个较高位的状态，

民众对司法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机制持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司法公信力缺失

的主要表现。近年来，虽然涉法涉诉信访总量有所减少，但仍处于一个较高

位的状态，2012 年人民法院共接待群众来访 60. 1 万人次，〔1〕 2011 年人民检

察院办理群众信访 804 873 件次。〔2〕司法公信力下降，一旦司法判决与民众的

内心期待不符，民众更多的是质疑司法判决，寻找信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动摇司法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民意应采取何种态度，如何取舍民意，不应

是对民意的孤立研究的过程，而应注重民意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域外实践

中关于民意的处理机制虽然能够为我们当今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民

意是具有历史地域性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对于刑法实践中的民意作一合理的解读。〔3〕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与民意处于紧

张状态，无论是民意促进还是阻碍了司法公正，出现了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

的反复，对司法公信力都是一种削弱，有必要厘清刑事司法与民意紧张关系

的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对当前民意、刑事司法及其关系的研究，学界缺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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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8 年至今，在社会整体舆情压

力、信访数量没有显著降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接待的涉法涉诉信访呈下降趋势，从一
个侧面也说明了，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在下降。民众对司法判决持质疑态度时，更希望通过司法机关
之外寻求解决。

徐光华: 《刑法文化解释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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