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审判--12.3 第二审程序--12.3.4 上诉不加刑- 

一、上诉不加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上诉不加刑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第 226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

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

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

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由此可见，中国的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实质是只有在被告方单方上诉的情

况下才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最高院《解释》(2012)第 325 条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作了具体规定。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意义 

  1.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核心 ，不仅在一审以前可以

行使，而且在二审中仍然可以行使。被告上诉不加刑的原则，可以消除被告人担心加重处罚而不敢提出上

诉的顾虑，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辩护权，而且他的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不必担心加重被告人的

处罚，而不敢提出上诉。 

  2.有利于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的监督和指导。实践中，二审案件的主要来源是被告人提出的

上诉。被告上诉不加刑的原则，可以疏通一审通往二审的渠道，使上级法院及时发现和纠正下级法院审判

中的错误，不仅可以纠正个案的错误，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提高审判水平和质量。 

  3.有利于促使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 ，

二审法院审理抗诉案件时，如果原判量刑过轻，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就促使第一审人民法院的

同级人民检察院及时审查一审判决，发现确有错误时，依法提起抗诉，督导人民法院改正错误。因此，上

诉不加刑可以加强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发挥监督功能，及时做好有关量刑过轻案件的抗诉工作。 

二、上诉不加刑的具体规定 

根据最高院《解释》(2012)第 325 条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应当遵守下列具体规定: 

    （1）共同犯罪，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加重其他

同案被告人的刑罚； 

    （2）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

可以改变罪名； 

    （3）对被告实行数罪并罚的，不得加重决定执行的刑罚，也不能加重某罪的刑罚； 

    （4）原判对被告人宣告缓刑的，不得撤销原判决宣告的缓刑或者处长缓刑考验期； 

    （5） 原判没有宣告禁止令的，不得增加宣告；原判宣告禁止令的，不得增加内容、延长期限；原判对

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没有限制减刑的，不得限制减刑；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判处的刑

罚畸轻、应当判处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不得直接加重刑罚、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为由发回第一审法院重审。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的案件，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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