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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关键词解读两高报告
扫黑除恶

——依法审结涉黑涉恶案件 3.9 万件
26.1万人，一批为害一方的“村霸”“街霸”“矿
霸”被绳之以法

最高法报告提出，持续开展扫黑除恶斗
争，依法审结涉黑涉恶案件 3.9万件 26.1万
人。一批为害一方的“村霸”“街霸”“矿霸”
被绳之以法。

最高检报告提出，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
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起诉涉
黑涉恶犯罪26.5万人，其中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6.4万人。

反腐
——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

11.9万件13.9万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
犯罪案件11.9万件13.9万人。依法从严惩处
孙政才等92名原中管干部。审结行贿犯罪案
件 1.2万件 1.3万人，严惩多次行贿、巨额行
贿、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
务犯罪 8.8万人，已起诉 7.8万人，其中原省
部级以上干部 104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
查，出台指导意见，会同国家监委发布典型
案例，起诉行贿犯罪1.4万人。对54名逃匿、
死亡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启动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

惩治网络犯罪
——协同公安机关从严惩治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
件22.6万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及关
联犯罪案件22.6万件，“10·18”“11·20”等一批
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被绳之以
法。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加大全链条打击力度。

最高检报告提出，五年间，起诉利用网络
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71.9万
人，年均上升43.3%。协同公安机关从严惩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深挖幕后金主、严惩团伙
骨干、全力追赃挽损，起诉19.3万人。

打击涉民生领域犯罪
——依法惩治危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犯

罪，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惩治危害群众切身
利益的犯罪。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审结

“老庆祥”等针对老年人的非法集资案件，判处
罪犯4523人，追赃挽损31.9亿元。审结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3万件4.6万人。开展
打击医保骗保犯罪专项行动。

最高检报告提出，专项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起诉8516人。对权益受损但不敢或不懂
起诉的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和受家暴妇
女等，支持提起民事诉讼 16.7万件，是前五
年的 11.5倍；起诉恶意欠薪犯罪 9431人，比
前五年上升18.5%。

加强人格权保护
——审结人格权纠纷案件 87.5 万件，

从严追诉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1.4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人格权纠纷案件
87.5万件。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审理可
视门铃侵害邻里隐私、扫码点餐侵犯个人信
息、社交软件私自收集用户信息等案件。审
理侵害“两弹一星”功勋于敏、“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等名誉案。

最高检报告提出，确立网络人格权保护公
诉原则；坚决惩治网暴“按键伤人”，从严追诉
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4万
人；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9109件。

保护未成年人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从

严追诉性侵、虐待、暴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29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零容忍。会同教育部等出台意见，依法严格
执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制
度。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家庭教育令
督促甩手家长“依法带娃”。

最高检报告提出，从严追诉性侵、虐待、
暴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29万人。会
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侵害未成年人强制
报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询制
度。已通过强制报告追诉犯罪5358件；推动
入职查询 2003万余人次，6814名有前科劣
迹人员被解聘。

打击金融犯罪
——审结金融犯罪案件10.1万件，从严

追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金融犯罪案件
10.1万件、金融民商事案件 1037.7万件。出
台惩治非法集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犯罪
司法解释，对财务造假、“老鼠仓”等资本市
场违法犯罪零容忍。

最高检报告提出，从严追诉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犯罪，起诉18.5万
人，比前五年上升28.2%。指导办理49起重
大财务造假、操纵市场案。起诉洗钱犯罪
4713人，是前五年的32.3倍。

基本解决执行难
——巩固拓展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

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最高法报告提出，巩固拓展基本解决执
行难成果。五年来，受理执行案件4577.3万
件，执结4512.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9.4万亿
元。联合信用惩戒体系让失信被执行人“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918万人迫于信用惩戒
压力主动履行了义务。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民事审判和执行活
动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38.4万件，比
前五年上升88.5%，采纳率98.7%。

优化营商环境
——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坚决保护市场主体合法的财产权益、合同权益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再审纠正张文中案
等重大涉产权刑事冤错案件209件283人，对
290名涉案企业经营者依法宣告无罪，坚决防
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保护市场主
体合法的财产权益、合同权益。

最高检报告提出，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犯罪，起诉 62.1万人，比前五年上升
32.3%。2020年起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共办理相关案件 5150件，3051名责任人
被依法不起诉。会同公安部持续清理既未
撤案又未移送起诉、长期搁置的涉企“挂
案”，督促办结1.2万件。

公正司法
——全面排查“减假暂”案件，持续整

治“纸面服刑”“提钱出狱”

最高法报告提出，全面排查1990年以来
的1334.5万件“减假暂”案件，对存在问题或瑕
疵的5.9万件逐案整改，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
质化审理，坚决防止“纸面服刑”“提钱出狱”。

最高检报告提出，强化刑事执行监督。
创设巡回检察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
市级检察院开展监狱巡回检察 4973次。持
续整治“纸面服刑”“提钱出狱”，对判处实刑
未执行或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监督收监执
行 7.3万人，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24.5万人。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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