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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造成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刑事错案未能及时有效的

得到纠正和救济。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错案标准有利于发挥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作用。故本文阐述了目前

我国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三种理论观点，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适用现状。并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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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w of our country does not expressly stipulate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 of Criminal Mis-
judged Cases, resulting in problems such as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 There-
fore,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have not been corrected and remedied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The law clearly stipulates the standard of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ole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ree theoretical viewpoints of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 of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at 
present,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 of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puts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 of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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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3 年江西省张家村的水库中发现两名男孩尸体，经过警方侦查认定张玉环因泄愤杀害这两名儿童。

2001 年 11 月 28 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江西省高级法院终审对张玉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多年

张玉环亲属律师的申诉下，终于 2020 年江西省高级法院裁定再审，并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改判张玉环无

罪。回看张玉环将近 19 年的伸冤之路的艰辛，许多民众为之困惑。然而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错

案的认定标准均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减少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司法正义，

对我国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2. 我国刑事错案认定标准 

(一) 再审视角下的刑事错案认定标准 
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再审的情形。因为审

查错案是我国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的前提条件，所以从该角度启动再审的情形也能体现刑事错案的认定标

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主要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不正确；证据不充足，现有的证据难以形成完整

的证据链，甚至互相矛盾；司法工作人员在审理案件中贪赃枉法，做出违法裁判；诉讼程序存在违法

情形可能影响司法公正。1 综上所述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一方面是证据不足另一方面是原判决裁定错

误。 
(二) 国家赔偿视角下的刑事错案认定标准 
刑事司法赔偿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侦查、审判、执行等过程中给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身体健康

造成严重的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采用的是结果归责原则，适用三种情形，

第一个情形是经过再审程序纠正错案后，对于之前已经执行了的刑罚，司法机关对无辜公民的人身财产

损失予以赔偿。第二个情形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做出违法行为如采用暴力或者变相肉刑的方式

刑讯逼供；超时违法拘留等。第三个情形是证据不足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被告人所为但予以逮捕的行为，

相应的司法机关予以赔偿[1]。显然，第一个情形的国家赔偿标准也体现了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 
目前，司法实践中针对错案申请的国家赔偿案件出现申诉多但赔偿率低的局面。这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国家赔偿视角的刑事错案标准较高。 
(三) 法官责任追究视角下的刑事错案认定标准 
目前，在我国司法责任制度的不断改革的背景下，逐步细化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于法官的责任认定以

及豁免的相关规定，落实错案终身负责制。法官责任追究视角下的刑事错案认定标准指客观上导致判决

裁定错误，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并且同时详细规定了法官责任的豁免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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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适用现状 

从刑事诉讼程序上看，我国刑事错案的纠正一种是通过上诉或抗诉后发回重审或改判；另一种是通

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改变原裁判。但该两种刑事错案的纠错方式没有法律规定的认定标准，一直以来

各法院都是根据自身情况，采用下发再审决定书的方式纠正案件，因此不同省高院对刑事错案认定有不

同标准。例如，有的法院以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导致判决错误作为错案认定标准，有的法院以无罪的

判决结果来作为错案标准。实际上刑事诉讼极具复杂性，仅仅以单一因素的判断认定错案显然是不合理

的。此外，从司法实践看，近年我国的刑事案件纠错工作的开展主要靠被害人“复活”如岳兔元故意杀

人案、滕兴善故意杀人案等和真凶出现如史会清强奸案、陈才兴抢劫案等。3当然，还有诸多错案是通过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方式启动再审程序，但是申诉成功甚至需要几十年。该现状不利于维护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在公众的权威性。同时这体现了我国刑事错案的纠正具有极强的被动性的特

点。我国应该明确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自行处理错案的作用克服偶然性和被动性，

避免无辜者蒙受多年冤狱难以伸冤的事件再次发生。 

4. 刑事错案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 错案认识的模糊性 
对错案的认识属于对原审判决的第二次重新认识。然而时过境迁，许多原审案件认定的证据已经不

存在如张玉环案的案发现场马塘水库、聂树斌案中的玉米地。这些证据的消失对重新认定案件事实启动

审判监督程序带来了许多困难。另外就算得到了新证据，将其带入原案进行认定也极具难度。当然也有

一些错案中发现了“铁证”如发生被害人重新出现、真正的凶手出现等情形无疑直接启动了再审程序[2]。
但这只是少数案件，在绝大多数的错案中新的证据很难达到足以启动再审的标准，再加上原审所依据的

证据的干扰，模糊的认知不足以使法官对原生效裁判产生怀疑，更不利于刑事错案的认定。 
(二) 错案认定的不统一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程序采用职权主义，由审判人员和陪审员进行案件的事实认定，决

定法律的适用。然而由于以结案率为根据的考核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

工作人员对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不统一。4启动再审无疑是否定原生效判决，对于原审判人员百害无一利，

因此若要启动再审则新证据要求比定罪量刑的证据证明力标准更高。张玉环案件经过十几年才申诉成功

充分了体现这一点。综上所述，在司法实务中，我国刑事错案认定标准有主观性、不统一、不科学等特

点。 

5. 我国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重建 

(一) 实体标准 
实体标准主要指根据该案证据所认定的事实和真正事实相矛盾以及法律适用错误。作为做出正确定

罪量刑的基础，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刑事错案认定标准里的关键因素[3]。诸多刑事错案如“张玉环案”“佘

祥林案”都是因为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才造成了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 
案件事实的认定指的是对客观事实的尽可能地还原。认定的案件事实可以与客观事实有些许差异，

毕竟侦查人员也无法完全还原案件发生的经过，只能根据已有证据认定回溯案子。因此，从实际情况出

发，对于案件的一些细枝末节不必深究，只要案件事实的认定标准与客观事实保持一致即可。 
法律适用错误就是审理案件依据的法律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有：一是定罪错误，比如无罪判有罪。

 

 

3张璇, 朱玉玲. 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评析与重构[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7, 38(3): 45-49. 
4宗楚楚. 刑事错案概念和认定标准研究[J]. 法制与社会, 2016(7):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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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量刑错误，没有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进行量刑，出现量刑过于重或过于轻等问题。三是法

律条文适用错误，如一部法律之内的条文适用错误，有特别法但适用了一般法等情形[4]。 
(二) 程序标准 
程序上的问题会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刑事错案的认定中需要考虑程序公正。

我国司法实践中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司法工作人员往往更注重案件的判决结果而忽视案件程序的正当性，

造成我国在程序上有瑕疵的案子非常多，如张玉环案二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过程中缺席审判，其他的

刑事错案也存在一系列违反刑事诉讼法程序的问题。因此，若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做出违法行为，

如刑讯逼供、限制被告人的申诉权、非法羁押等，就应当把案子归为刑事错案[5]。要保障每一个被告都

经过一个公正程序的审理，充分发挥程序保障人权的作用。 
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只要不符合其中一个标准就成立刑事错案。另外为了及时救济被非法侵害被告，

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如果办理案件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就可以直接认定为错案。 
(三) 技术标准 
作为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的补充标准，针对一些案件还可以适用技术标准。所谓的技术标准指的是

侦查人员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破案，比如对从现场遗留下来的指纹、血液、头发等证据进行鉴定。技术标

准是对实体标准的加强，若是从案发现场完全没有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痕迹，那么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有可能是无辜的公民。5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生物证据的鉴定技术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应用比较广

泛，然而由于刑事错案的纠正相比普通案件更具难度，因此技术标准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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