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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

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

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

（试行）》，从今年 5 月 1 日

起，针对 8 种常见犯罪的量

刑，出台指导意见。引人关

注的是，对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

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其实，早在今年1月，我

省关于醉驾的刑事处罚，已

悄然发生改变。

对于有人担心，最高法

的新规是否会违背当初醉驾

入刑的立法本意？有专家表

示，最高法的这一规定只是

重申了法理精神，不会对醉

驾的定罪量刑产生根本性影

响。毕竟，“免予刑事处罚”

不等于“无罪”。

最高法出台最新指导意见，醉驾情节轻微或可免刑

今年初浙江“醉驾入刑”就有新规，“免予起诉”等标准有所放宽

醉驾免刑标准放宽
不代表你可多喝点儿

我国对于醉驾者的严厉处罚，始于 2011

年 ，当 年 5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刑 法 修 正 案

（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

拘役，并处罚金。”

2013 年 12 月，“两高一部”印发关于“醉

驾”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

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 毫克/100 毫升以

上的，属于醉驾，依照刑法以危险驾驶罪定罪

处罚。这一司法解释全文共 7 条，其中并无

“不予定罪”和“免予刑罚”的规定。

而最高法近日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

（二）》则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

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

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

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

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

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

以免予刑事处罚。

“醉驾入刑”法规的变化

有人担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否违

背当初醉驾入刑的立法本意？

先来看一组数据：公安部 2016 年发布的

数据显示，5 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247.4万件，与法律实

施前五年环比下降34%。其中查处醉酒驾驶

的案件42万起，环比下降38%。

就浙江而言，2014 年，浙江全省交警查

处醉驾 2 万余起；2015 年查处醉驾 2.1 万起；

2016年查处醉驾2.3万起。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秀珍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如果一味遵照之前的标

准处罚，未免过于严苛，醉驾者不仅失去自

由，即便出狱也丢了工作，不易被社会接纳，

反而没有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在客

观上已经取得一个较好社会效果的前提下，

将定罪标准在法律框架内作出相应调整，是

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可以避免出现

打击面过大的情况。”

事实上，浙江省这几年城镇居民汽车拥

有量每年在增加，但因交通肇事死亡特别是

酒后驾车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人数却呈现逐

年下降趋势，这是打击危险驾驶犯罪取得的

重要成果体现。

由于严格执法，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适时调整定罪量刑标准完全符合

立法本意。“立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取得良

好社会效果，放宽处罚标准可以尽量减少刑

罚的负面效应，避免定罪过滥，并不违反立法

本意。当一个观念因为大量判例而已经深入

人心的前提下，不会因为放宽处罚标准而导

致犯罪行为的回升。”何秀珍律师说。

放宽醉驾处罚标准
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本报记者 丁原波

浙江醉驾入刑早有新规
“免予起诉”等标准有所放宽

今年1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

印发了《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通知。《纪要》

对“醉驾入刑”的一些细节进行了修改。

记者查阅发现，尤为引人关注的主要有：对于醉酒在广场、公共停车场等

公众通行的场所挪动车位的，或者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门口后接替驾驶进

入居民小区的，或者驾驶出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后即交由他人驾驶的，对公

共安全没有危害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一条省高院刑三庭2014年的

内部文件已经提到，只是今年1月份的新文件更为详细具体。

《纪要》同时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可

由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

就醉驾的不起诉或者免予起诉、适用缓刑的标准，该《纪要》也进行了相应

调整。《纪要》规定：醉酒驾驶汽车，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且无法定

从重情节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而之前的规定是：免予刑事处罚

（不起诉），原则上只对酒精含量 90mg/100ml 以下，无从重情节且认罪的被

告人适用。从中可以看出，“不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标准放宽了。

《纪要》规定：醉酒驾驶汽车，酒精含量未超过 180mg/100ml，无从重情

节的，可以适用缓刑。而之前的规定，只对酒精含量在120mg/100ml以下的

适用缓刑。这就等于，放宽了适用缓刑的标准。

《纪要》也规定了8种从重情节，如造成他人轻伤及以上后果的；在高速公

路上醉酒驾驶的；醉酒驾驶营运车、公交车、危险品运输车、校车、单位员工接

送车、中（重）型货车、工程运输车等机动车的；曾因酒后驾驶三年内、醉酒驾驶

五年内被追究的等。

法律界人士：免刑不等于无罪
认定“情节轻微”需出台细则

谈到对“免于刑事处罚”的理解，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秀珍解释，这

是人民法院认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但因犯罪情节轻微而判决免予刑罚，“这

首先是以被告人构成犯罪为前提，但不需要处以刑罚。‘免于刑事处罚’也是承

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简言之，免于刑事处罚，是有罪而免罚，和无罪判决

还是有区别的。”

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

并处罚金”以来，“醉驾是否一律要入刑”就颇有争议。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争议存在两

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打击面过广，一种则坚持认为醉驾应该入刑。而两种

观点的冲突点则为：是否应综合考虑醉驾的不同情节和情况，做到罪责相适

应。他认为，最高法这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是对既有法律规定的重申，将规范醉

驾量刑解读为醉驾入刑松动并不准确，指导意见并没有松动。

也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从现实角度看，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醉驾行为，其

危害程度和恶性程度相差很大，“醉驾是抽象危险犯罪，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无

法预知，如何把握‘情节轻微’这个度很关键。这需要拿出一个标准来，相关部

门出台细则尤为重要。”醉驾免刑标准放宽不代表可多喝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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