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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 

 

为在全省法院进一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深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

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

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

规程（试行）》（以下简称“三项规程”）的通知和我省《关于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体实施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试行）》），不断提高案件质效，充分保障人权，

防范冤假错案，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十九大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以实现

庭审实质化为重点，推动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

侦查人员出庭和律师辩护等改革关键环节，推动解决影响案件质

量、制约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全省法

院全面铺开，促使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侦查、审查起诉活动

围绕审判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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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目标 

牢固树立改革思维，加快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思想认识，在

案件审理中全面贯彻证据裁判、程序公正、疑罪从无、非法证

据排除等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推进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审，

繁案精审”，健全完善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

庭、律师充分辩护等制度规则，提高证人出庭率、当庭宣判率、

律师辩护率，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

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审判程序对审前程序的制约

引导作用，全面提高案件质效，充分保障司法人权，防范冤假错

案发生。 

三、主要任务 

按照中央关于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审判规律、特点以及全

省法院的实际，确定以下四项重点改革任务： 

（一）推进思想理念更新 

教育引导刑事审判法官扭转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重实

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等错误观念和惯性思维，不断增强

刑事法官以审判为中心的思想和证据裁判、疑罪从无、人权保障

等司法理念，主动自觉地投身改革。 

（二）加强制度规范设计 

1、研究制定制度规范。全省各级法院结合贯彻落实最高人民

法院“三项规程”和我省《实施办法（试行）》，研究制定更加详

细、具体和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制度规范，以制度的规范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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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深入。 

2、研究制定证据标准。准确分析、研究并把握全省法院主要

犯罪类型案件特点，配合全省监察体制改革需要，结合犯罪构成

要件、司法实践经验和犯罪特征走势，归纳符合裁判要求的证据

标准指引，统一全省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执（司）法办

案的证据标准。 

（三）推动全省改革深入 

1、落实“三项规程”和《实施办法（试行）》。充分借鉴松原

中院改革试点成功经验和长春、吉林实践经验，深入贯彻落实《实

施办法（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三项规程”，推进全省法院改

革不断深入。 

2、开展刑事办案辅助系统试点。按照省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

在全省选择部分法院开展刑事办案辅助系统试点工作，推进侦查

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互联互通，加快刑事案件证据

标准的制定应用，规范司法办案流程，加强司法办案管理，发挥

信息化对推动改革的作用。 

四、时间安排 

结合我省法院工作实际，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从 2018 年 5 月 1日开始，2018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分为准备、实

施、总结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5月 16 日至 6月 1日） 

主要做好五项工作：一是研究制定实施方案；二是成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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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三是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四是安排相关人员培训；五

是积极向党委、人大汇报，积极与政法各部门沟通协调。 

（二）实施阶段（6月 1日至 12 月 1日） 

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结合本院实际，按照本《实施方案》的

要求，推动改革工作在本地区、本院的落实。省法院将根据全省

法院落实《实施方案》及督导情况，适时召开调度会，保证改革

工作落到实处。 

（三）总结阶段（12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全省各中级法院总结改革工作的作法、经验、不足和下步工

作打算，结合改革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省高院对全省法院开

展改革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为下步改革深入奠定基础。 

五、几点要求 

一是要着力转变司法理念。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

认识推进改革的重大意义，通过宣传、宣讲和以案说法等多种方

式，深入贯彻落实证据裁判、程序公正、疑罪从无、非法证据

排除等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不断更新“重打击、轻保障”，“重

实体、轻程序”，“重配合、轻制约”等与改革不相适应的传统观

念，为推进改革创造良好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基础。 

二是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省高院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具

体负责全省法院改革工作的统筹、指导和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由

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寇昉任组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春刚

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改革的调研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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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基层人民法院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将改革纳入年度

重点工作，注重加强沟通协调，抓好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工作，

确保上下步调一致，整体联动。 

三是要注重形成工作合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需要各个部门相互支持，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要主动

向党委政法委和上级法院汇报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争取党

委领导和上级法院指导；要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以及律

师的沟通协调，争取支持，形成团结协作的良好局面；要加强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交流互动，认真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建

议，展示法院积极改革的良好形象。 

四是要不断强化推进措施。要注重以点带面，在保证改革在

全省法院全面辅开的前提下，各中院可以结合本地区、本院的实

际，确定每个法院承担不同的改革任务，有所侧重，点面结合；

要注重培养典型，对有典型意义的庭审和探索出来的好经验、

好做法要加强总结、充分挖掘、及时推广；要注重新闻宣传，

充分利用各类社会媒体和法院系统自有媒体，加大对我省法院开

展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宣传力度，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

共识，争取理解支持。 

五是要注重上下联动一致。省法院将结合全省法院推进改革

的进度、力度和特点等实际情况，采取召开现场会、实地调研、

情况通报、督导评比等方式，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全省各中

级法院要加强对辖区法院改革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及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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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宣传推进改革过程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和涌现

出来的好作风、好典型，推进改革不断深入。 

 

附：全省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领导

小组名单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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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全省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寇  昉  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副组长： 李春刚  省高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 

成  员： 程凤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姜富权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庾成日  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任贵利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太范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周文君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王树仁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永秋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刑吉安  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琳平  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党组书记 

赵东巍  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金忠一  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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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李春刚  省高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兼） 

成      员： 

刘洪宇  省高院刑一庭庭长 

姚革军  省高院刑三庭庭长 

苏明伟  省高院刑五庭庭长 

田  锋  省高院审监二庭庭长 

刘  岩  省高院研究室主任 

赵  英  省高院政治部宣教处处长 

赵星天  省高院刑二庭副庭长 

刘佳民  省高院刑一庭副庭长 

何  川  省高院刑四庭副庭长 

朱超峰  省高院刑一庭法官 

张胜军  省高院刑一庭法官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