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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既是司法公正的必

然要求，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领域的重要体现。青

岛中院坚持把审判质量作为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生命线，实施质

量提升工程，聚焦实质化审理，多维施策，重塑流程，完善机制，

打通难点堵点，形成工作闭环，推动案件审理过程实质化、审理

结果高质化，在打造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青岛样本”中迈出了

坚实步伐。现将有关经验做法予以刊载，供各地法院学习参考。 

 

近年来，青岛中院严格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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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聚焦“推

动庭审转型升级、实施质量提升工程、健全完善配套机制、积极

争取各方支持”四个方面，着力构建“公正规范、公开透明、高

质有效”的审判新机制，形成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工作闭环，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推动庭审转型升级，确保审理程序实质化。积极构建以

审判为中心的审理程序，变审批审查制为审判制，强化检察机关、

刑罚执行机关在庭审中的实质作用，以审判制约引导上游环节把

好质量关。一是健全规范化庭审机制。明确开庭审理案件范围，

将涉及三类罪犯的案件、检察机关有不同意见的案件及有重大社

会影响的案件等列为重点案件，一律开庭审理，庭审中重点审查

罪犯认罪悔罪心理、赃款赃物去向、日常改造表现、社区矫正条

件等要点，提升讯问罪犯的质量。根据减刑和假释案件的不同特

点，分别制作规范化庭审提纲，减刑案件偏重类型化，主要考察

罪犯的悔改表现情况，假释案件注重个性化，重点考察是否有再

犯罪的危险。二是提升各方庭审参与度。强化检察机关参与庭审

的作用，引导其对证据进行真正意义的质证，激活庭审对抗性，

切实发挥庭审功能。强化刑罚执行机关举证责任，完善管教干警、

同监罪犯出庭作证制度，对于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随机抽

取 2人以上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全面了解罪犯的悔改表现。三

是积极增强庭审透明度。不断扩大庭审旁听人员范围，除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外，还不定期邀请廉政监督员、社会公众代表等旁

听庭审。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工作前移机制，邀请社区矫正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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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旁听庭审，为拟假释人员的社区矫正衔接配合管理工作打牢基

础。按需发放减刑假释白皮书，及时汇总反馈意见建议，进一步

提高减刑假释案件审判工作的公开透明度，最大限度争取社会公

众理解支持。 

二、实施质量提升工程，确保审理结果高质化。坚持把审判

质量作为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的生命线，从证据审查、把关机制、

学习培训等维度，促进审判质量不断提升。一是严把证据审查关。

建立悔改表现要素化分析模式，引导刑罚执行机关逐项举证，实

现从“报送材料”到“报送证据”的观念转变。综合考量犯罪性

质、犯罪情节、法益侵害程度、和解情况及社会影响，认真评估

罪犯服刑期间表现情况，全面审查考核结果、财产性判项履行、

罪犯违规违纪情形等要素，对于有疑问的证据材料，积极与监狱

对接核实，确保每个悔改表现要素对应的证据确实充分。二是强

化审判组织功能。在充分发挥庭审功能的基础上，严格落实疑难

复杂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集体研究制度，将涉及三类罪犯的案

件及社会危险性等级高、服刑期间立功或违规违纪严重等类型的

案件均纳入繁案范畴，统一制作《减刑假释研究汇总表》提交专

业法官会议集体研究。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适法统一功能，总

结提炼审判思路，促进办案理念和裁判尺度统一。今年以来，共

集体研究减刑假释案件 111件，不予假释或调整减刑幅度 10件，

确保了后续办理同类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三是加强专题学习培

训。把两院两部《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

作为学习重点，多次组织参加上级法院的专项培训，实行集体讲



 — 4 — 

读和个人学习相结合，深刻认识和理解意见精神，准确把握和执

行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要求。借助专业法官会议研究案件等

契机，结合疑难复杂个案深化对实质化审理的认知，推动相关学

习融入日常办案。 

三、健全完善配套机制，确保案件提质增效。坚持整体推进、

系统集成，以配套机制建设为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建立团队化办案模式。推进庭前事务集约化办理，安排专人

统一负责案件公示公告、材料收取、刑罚执行机关及检察机关人

员出庭等程序性工作，加快案件办理进程。细化案件办理流程，

由法官助理负责核对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材料清单，初步审查证

据后统一制作审理报告，员额法官负责审查认定证据材料，就存

疑部分进行详细调查，以“团队+分工”的模式为高效有序开展案

件审理工作打下基础。二是突出信息化应用赋能。鉴于减刑假释

案件批量报请、数量较多的特点，制作专门预设模板，系统自动

抓取罪犯信息、表扬情况及刑罚执行机关报请建议等内容，批量

化生成相关法律文书，缩短制作时间。依托案件信息查询系统，

详细调查罪犯民事诉讼情况，确保对罪犯财产性判项全部审查。

对接监狱远程开庭系统，减刑假释案件庭审均通过远程视频进行，

并全程录音录像，真正运用信息化手段增效提速，做到疫情防控

与审判工作两不误。今年以来，减刑假释案件平均办理周期仅 25

天。三是发挥调研精准滴灌作用。聚焦司法实践疑难问题，主动

加强与刑罚执行、检察等机关的沟通联系，大力开展深入性、针

对性专题调研活动，及时梳理汇总监狱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向



 — 5 — 

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就相关问题总结形成基本统一的裁判标准，

有效解决了从严幅度划分标准等疑难问题。 

四、积极争取多方支持，确保打通难点堵点。推进减刑假释

实质化审理，不能仅依靠法院单打独斗，需要推动各相关部门协

同联动、握指成拳，才能取得预期成效。一是畅通案件办理衔接

通道。与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社区矫正等部门

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协调配合等制度，扎

实做好案件程序衔接工作。定期召开专项联席会议，围绕报请材

料清单、检察意见移送、社区矫正机构评估意见的统一完善等方

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意见，努力形成“报请、监督、裁判”无缝

对接格局。延伸审判职能，定期到社区矫正机构回访假释人员，

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共建，提高社区矫正管理水平。二是打造庭

外调查核实联动机制。严格落实证据来源及合理性审查要求，根

据罪犯立功材料、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假释期监管情况等不同

审查事项，加强与执行法院、公安、社区矫正等部门对接，多渠

道审查证据材料真实性。今年以来，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共开展庭

外调查核实 20余次。对一起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社区矫正部门

同意假释的案件，经进一步核实，当地公安、街道等部门反映，

案涉罪犯有重大社会影响，假释后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果，依法

不准予假释；对一起无法找到被害人的故意伤害罪犯减刑案件，

积极协调执行法院促使民事赔偿及时得到履行，充分保障罪犯的

合法权利。三是加强法院间常态化沟通协调。针对被告人异地服

刑现状，积极加强与省内兄弟法院的沟通联系，相互协查罪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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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判项履行、执行及民事诉讼等情况，推进一体化联动互查。

坚持互学互鉴，积极借鉴先进做法、高效机制，会同兄弟法院探

讨减刑假释案件相关疑难问题的认定和裁判标准，确保案件公平

公正审理、裁判尺度统一。四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主动汇报工作。

结合人大对减假暂工作的专项调研，以“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成果”专项监督工作为契机，主动汇报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工作，

不断提高接受监督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减刑假释实

质化审理公正、高效开展。 

 

 

                              （刑二庭、青岛中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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