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审判--12.2 第一审程序--12.2.5 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的概念、特点和适用范围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

  刑事简易程序是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简化形式。从理论上讲，刑事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证据简明的刑事

案件，简化则主要指相对于普通程序来说省略掉那些主要为查清犯罪事实而设置的一些诉讼程序。现代世

界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有简易程序。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国情的差异以及刑事案件发案数和

对刑事简易程序认识程度的不同，各国对刑事简易程序的规定都有自己的特点。

二、简易程序的特点和意义

在中国，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刑事简易程序是指第一审程序中的基层人民

法院在审理某些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时所依法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程序。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刑事简易程序主要在第一审程序中适用。这是因为，第一审普通程序是最典型的审判程序，在司

法实践中使用率较之第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要高得多，显然对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更多的

简化对于提高办案效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均不能适用简易

程序。

（2）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范围决定了简易程序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4

条规定的案件适用范围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二章关于管辖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轻微案件

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一般均为重大、复杂的案件，因此，不能

适用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的意义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刑事简易程序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简易程序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诉讼期限大幅度缩短，这就

自然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的办案量，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证据简明的轻刑事案件占整个刑事

犯罪案件的多数，因而通过实行简易程序来提高诉讼效率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国家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犯罪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严重问题，形成所谓世界范围内的“诉讼爆炸”［1］，

而繁琐的诉讼程序又使案件大量积压，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症。于是，广泛采用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界刑

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如美国以辩诉交易的方式解决了近 90％的刑事案件。中国的犯罪率虽然低于

西方国家，但犯罪绝对数并不低，中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总的方面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投入不足、人手少、

装备差、人员素质低等现象，而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的总的形势又较为严重，近年来又出现所谓新的犯罪高

峰［2］。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没有刑事诉讼简易程序，所有刑事案件几乎都按一种程序处理，造成了不必要

的诉讼拖延，再加上刑事犯罪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得这样的拖延愈加严重，直接影响了打击犯罪和公民权

利的保护，因而，采用简易程序，对于提高中国刑事诉讼效率同样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第二，刑事简易程序贯彻了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即诉讼的效益原则，即追求用最小的诉讼投

入取得最大的诉讼收入，或者是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诉讼投入。诉讼投入是多层次的，而诉

讼的经济投入即诉讼人力、物力的投入占其中的很大比例，还包括诉讼的负价值等，如当事人因诉讼而耽

误工作，以及因诉讼拖延造成的精神压力等。简易程序在保证了对证据简明案件的办案质量前提下，缩短

了诉讼期限，并简化了审判组织和诉讼参加人，自然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节省了人力、物力，并减

少了因诉讼拖延引起的诉讼负价值，有效地贯彻了诉讼经济原则。中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

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无论是国家财政收入还是公民个人收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

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均不可能在诉讼上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因而采用简化程序

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刑事简易程序便利于公民诉讼。便于公民诉讼一直是中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实行诉

讼程序的简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便利公民诉讼的一个最有效的体现，这是因为简易程序避免了诉讼拖延和

诉讼浪费，为当事人节省了时间、人力和财力，很受人民群众欢迎。也正因如此，实行简易程序是中国人

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体现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建立的人民司法制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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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指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从理论上讲，刑事简易程序是针对证

据简明的案件而设立的，由此看来，刑事简易程序应当是适用于所有的证据简明的案件，包括证据简明的

重罪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4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2）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3）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5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4）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注释：

[1]资料显示，美国 1983 年仅仅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是 1960 年的 3 倍多，达 280000 件，增长率为

250%；意大利区法院 1987 年受理民事案件 48915 件，平均每位法官办案 570 余件；地方法院全年受理的

案件 316010 件，平均每位法官办案 250 件；法国从 1975—1995 年的 20 年间，法院受理的一审民事和商事

案件增长了 120%，积案增长 300%；我国台湾地区从 1994 年—1997 年间，最高法院受理案件数从 16203

增加至 20310 件；高等法院及其分院从 89416 件增加至 94429 件；地方法院从 1895676 件增加至 3025710

件；我国 1990-1999 年的 10 年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 4249 万件，年均受案 424.9 万件。为此前 13

年平均数的 3.4 倍，而且积案居高不下，据中新网 2000 年 9 月 28 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祝铭

山称：全国法院清理积案的工作虽取得进展，但仍面临严峻形势，2000 年 1-7 月，全国法院结案达 69.43%，

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3.15 个百分点，但到该年 7 月底前，全国法院未结案仍有 185 万件（何兵：《纠纷解决

机制之重构》，《中外法学》2002 年第 1 期）。单就刑事案件来说，战后西方国家的犯罪率不断上升。英国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犯罪率就一直上升。1967 年犯罪总数为 1200000 起，1977 年超过 2400000 起，为 1967

年的两倍。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的暴力犯罪现象平均每年增加 11%，谋杀罪现在较 1957 年增加了四

倍多。美国的杀人、抢劫、强奸等七种重大案件，1952 年发生 2036510 起，1964 年发生 2600000 起，1975

年发生 11256600 起，1984 年则高达 12070200 起。1984 年比 1952 年增加了 6 倍多。日本战后的三年，违

反刑法的犯罪率就增加了一倍。（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31 页）

[2]“严打”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数逐年下降至 1984 年的 514369 起，此后又回升至 1988 年的 827594

起；1989 年开始急剧上升，至 1991 年竟达 2365709 起，此后又回落，至 1997 年基本稳定在 160 多万起，

呈居高不下之势；从 1998 年起又开始急剧上升，达 198.6 万起，2000 年又上升至 224.9 万起（参见《中国

法律年鉴》），出现了我国第四次犯罪高峰。

四、简易审判程序

（一）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提起

  《刑事诉讼法》第 217 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

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可见，被告

人同意是提起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关键条件。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4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

程序。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

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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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按简易程序审判案件，其审判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部分案件的审判组织可以实行独任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6 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

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第二，审理程序灵活掌握。《刑事诉讼法》第 218、219 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经审判人员

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互相辩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

受本章第一节关于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

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

确定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法庭审理可以

直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

  第三，快速审结。刑事简易程序简易的最终标志就是审理速度快，审理期限大幅度缩短。根据《刑事

诉讼法》第 220 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 20 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

期徒刑超过 3 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第四，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时，应按一般程序重新审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0 条的规定，人

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重新审理的理由一般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需要作详细调查，或者案件事实、证据存在较

大争议的；二是依法可能判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不能在 20 日内审结的；三是存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延期审理、中止审理情形的，如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有新的犯罪事实，需要追加起诉的。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

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 3 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

料后 5 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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