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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

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

进展情况的报告》。第一组由何训委员召集,王秋沙、何训委员,

王柯敏副主任先后发言。列席会议的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黄泽良也发了言。

王秋沙委员说,赞成这两个报告。建议:1、关于人财物全省统

管的问题。人财物统管,已经搞了一些试点。这项改革实际上是

要改变几十年来两院经费的保障体制,确实需要慎重考虑、稳妥推

进。一是各市州以及市县区政府继续保留当地法院检察院年度地

方奖励性补贴。二是要切实加强对全省两院人财物统管的组织领

导。建议省编办、财政厅、人社厅等部门增设专门人员,两院增设

专门机构管人财物,确保实行省级统管以后不影响两院工作的正

常开展。2、司法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目前因两院辅助人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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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办案的组织构建的问题比较突出。以检察院为例,中央要求

员额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至少是1:1:1,或者书记员总量与

员额检察官数量大体相当。目前我省助理检察官和书记员各缺

1300多名,缺了近三分之一,缺额非常大。法院也是一样,案多人

少矛盾突出,案子根本办不过来。一是省人大常委会要督促省人

社厅、财政厅等相关职能部门,请政法委牵头,抓紧制定聘任制书

记员管理办法,明确招录程序、薪酬待遇等,确保书记员招得来留

得住。要尽快出台赶快招录,否则工作就会有影响。二是两院本

身不要等待观望,应该积极作为,从案件的类型、难易程度和人员

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组建新型办案团队,确保一名检察官配

备一名书记员。同时,要加快推进大数据建设、语音智能识别应

用、网上办案管理,通过信息化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融合发展,

提高科技含量,向科技要人力要效率。

何训委员说,建议:1、加强宣传教育。要对所有司法人员进行

系统的宣传教育培训,使其适应新的工作流程和程序规则。2、理

顺有效的监督和放权的关系,这是保证办案质量、审判质量的一个

重要抓手。3、相关的待遇,如医疗、住房、退休、车补等等,两院和

相关部门要进行对接,包括以前地方性的补助、绩效考核奖励等

等,都要进一步明确。4、两院在司改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应该

及时向省委和人大报告,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商,形成司改

的合力,共同推动两院司改的顺利完成。

王柯敏副主任说,两院的报告比较具体,比较细致,但司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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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报告中关于陪审员制度改革、公益诉讼

改革、立案登记制等等,好像都没有涉及到。今年全国公益诉讼座

谈会在湖南召开,新的环保法特别强调公益诉讼。但据了解,湖南

在这方面基本没有动作,十几年来只搞了一例公益诉讼,这个公益

诉讼还不是检察院搞的,是环保协会搞的。公益诉讼非常重要,特

别是环境保护方面,影响很大,如果检察院能够在环保、食品药品

安全这些方面开展公益诉讼,会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和社会反响。

对关系整个社会群体利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检察院

要加大公益诉讼力度。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泽良说,赞成这两个报

告。司法体制改革是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核心,员额制改革又是

司法责任制的基础。按照司改要求,只有员额制法官检察官才能

独立办案。中央要求进入员额的法官检察官不超过编制总数的

39%,我省第一批遴选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12月底,全省共遴选了

5480名员额法官、3869名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抓得比较扎实,得

到了中央司改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从运行情况来看,整体效果

是很好的,办案质量得到了提升,司法公信力也得到了提高。但是

从两院的报告和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现在案多人少的矛盾比较

突出,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这个问题更为明显。这既有司法辅

助人员配备不够、员额法官检察官配置不尽合理的原因,也有员额

遴选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建议尽快启动第二批法官检察官遴选工

作,重点解决长沙等经济相对发达地方案多人少的矛盾,特别是对
3



基层法院、检察院员额的增补问题要加强调配,实现全省法院检察

院的员额法官、员额检察官统一调配、动态管理,做到员额法官检

察官的数量与办案数量基本均衡。要建立动态的遴选机制,员额

出来了应当及时进行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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