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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上午电 2019 年 12 月 23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 1997年
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再审案件依法公开宣判，判决认为
该院 2007 年 9 月作出的原再审判决以及

1999年 3月作出的二审判决对孙小果的定
罪量刑确有错误，依法予以撤销，维持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 2月一审对孙小果

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其出狱后犯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孙小果执行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查

明，孙小果因 1994年犯强奸罪，于 1995 年
12 月被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上诉后被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案件办理期间，其父母通过伪

造病历帮助孙小果非法取保候审、保外就

医，致使未执行刑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
天，长期逍遥法外。

在未收监执行期间，孙小果于 1997年
4月至 6 月以暴力和胁迫手段强奸四名未

成年少女，其中一名为幼女（未遂），其行为
构成强奸罪，且在犯罪中具有强奸妇女多

人和在公共场所劫持并强奸等特别严重情
节，同时还具有非法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

当众强奸、强奸未成年人、刑罚执行期间又

犯罪、强奸罪再犯等多个法定或酌定从重
处罚情节。

1997年 11月 7日，孙小果及同伙在公
共场所挟持两名 17岁少女，对二人进行暴

力伤害和凌辱摧残，致一名被害人重伤，犯
罪手段极其凶残，其行为构成强制侮辱妇

女罪和故意伤害罪。1997年 7月 13日、10
月 22日，孙小果伙同他人肆意在公共场所

追逐、拦截、殴打他人致三名被害人受伤，

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
滋事罪。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
孙小果无视国家法律，多次实施犯罪，犯

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社

会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主观
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属于罪大恶

极的犯罪分子。该案原再审及二审判决
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次再

审依法予以纠正。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 年 2 月一审认定孙小果犯强奸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侮

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寻衅滋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 1994 年犯强奸
罪未执行刑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的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依法应予

维持。
本次再审期间，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孙小果于 2013 至 2018

年间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

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
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经二审审理维持原判对孙小果的定罪量

刑。该判决已经生效，所判处的刑罚应与本
次再审确定的刑罚合并执行，决定对孙小果

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对孙小果的死刑判决，将依法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
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宣判。

    新华社昆明上午电（记者 罗沙 王研）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3 日对孙小果 1997

年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

寻衅滋事罪再审案依法公开宣判，决定维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 2月一审对孙

小果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其出狱后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孙小果

执行死刑。
宣判后，记者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采访了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
记者： 此次再审决定维持 1998年法院

对孙小果一审判处死刑的判决，有何事实和
法律依据？

答：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
1997年 4月至 6月期间，孙小果以劫持、威

胁等方法控制被害人，并以暴力、胁迫的手
段对一名 17岁和两名 15岁的未成年少女、

一名未满 14岁的幼女实施强奸。
孙小果所犯强奸罪具有公共场所劫持

和强奸妇女多人等两个特别严重情节，并具
有当众强奸、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强奸未成

年少女及幼女（其中有两人系在校学生）、刑
罚执行期间又犯罪、强奸再犯等多个法定或

酌定从重情节，孙小果的强奸犯罪已达到
1979年刑法判处死刑的量刑标准。

同时，1997年 11月 7日，孙小果及同伙
在公共场所挟持两名 17岁少女，对二人进

行暴力伤害和凌辱摧残，致一名被害人重

伤，犯罪手段极其凶残，令人发指，构成强制
侮辱妇女罪和故意伤害罪。1997年 7月 13

日、10月 22日，孙小果伙同他人肆意在公共
场所追逐、拦截、殴打致伤三名被害人，破坏

社会秩序，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
孙小果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

大，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属于罪行严重、罪大

恶极。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手段、

犯罪情节、犯罪主观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进行综合评价后，认为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 1998年 2月一审认定孙小果犯强奸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侮辱

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与 1994年犯强奸罪未执行
刑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依法予以维持。

记者：本次再审中，发现原再审判决和
二审判决有哪些错误？云南法院系统应从中

吸取什么教训？

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案历经 1998

年一审、1999年二审以及 2007年原再审三
次审理。本次再审查明，本案原再审和二审

否定一审认定孙小果强奸幼女的事实并据
此改判，与本次再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存在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二十多年来，孙小果多次犯罪却没有得
到应有的法律惩处，相关犯罪事实以及司法

腐败情节触目惊心，严重挑战社会公众及法
律的底线，社会各界高度关切，对事实真相

拭目以待。彻底查清孙小果案，对案件所涉
“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彰

显司法机关直面问题、勇于纠错，维护和提

升司法公信力。

下一步，云南法院系统将抓住孙小果
这一典型案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深入查找案件中反映出来的队
伍管理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深入查找执法办案监督制约机制中存
在的漏洞、短板，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加强

整改教育，切实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执法能

力和水平。
记者：孙小果近日已因出狱后涉黑犯罪

被判二十五年，为何要将本次再审确定的刑
罚与之合并，决定执行死刑？

答：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数罪并
罚及刑罚执行的有关规定，对孙小果本次再

审确定的刑罚和其 2013 年至 2018 年所犯
涉黑犯罪判处的刑罚不能分开执行，必须进

行衔接和合并。
因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孙小果涉

黑犯罪的生效判决与本次再审确定的刑罚
依法予以合并，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记者：为何将孙小果 1997年案件再审、

出狱后再次涉黑犯罪案件及其 “保护伞”职

务犯罪案件分开在不同法院审理？

答：刑事诉讼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

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

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案中，发现
孙小果案原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存在受

贿、徇私舞弊行为，致使原判决在认定事实
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经院长提交审

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决定，依法对孙小果
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案启动再审。

孙小果案案情错综复杂，既涉及其 1994

年、1997年以及出狱后等多次犯罪，又涉及

与其相关的 19名公职人员及重要关系人职
务犯罪。因此，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孙小果旧案，云南其他法院审理孙小果涉黑
犯罪及其“保护伞”职务犯罪案件，有利于对

孙小果的整个犯罪事实及“关系网”“保护
伞”进行全面梳理，对其犯罪行为进行全面、

客观、准确的评价和审判。
本次再审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

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同
时，本次再审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部分依法

不公开开庭审理，法院、检察机关还通过对
被害人作证视频中被害人画面进行模糊、被

害人及证人远程视频出庭作证等方式，尽最
大努力保护其隐私。

记者：孙小果最终是否会被执行死刑？

答：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判决的核准

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本案宣判后，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照死刑复核程序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
复核结果依法执行。

孙小果为何被判死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孙小果
再审案宣判答记者问

孙小果再审案宣判：决定执行死刑

    过去一年里，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

科技突破是什么？如果你脱口而出：第一
张黑洞照片，那么和你有相同看法的还

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
近日，其官网盘点了 2019年科学领域的

累累硕果，并选出了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其中不乏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居首的正是

“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问世”。今年
4月 10日，在中国上海和台北、比利时

布鲁塞尔、智利圣地亚哥、日本东京、美
国华盛顿，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国际

合作组织的科学家们同时发布了世界上
首张黑洞照片。它是室女座星系团中超

大质量星系 Messier87中心的黑洞，距离
地球 5500万光年，质量为太阳的 65亿

倍，是从地球上望去最大的黑洞之一。这

是超大黑洞的第一个直接视觉证据。首张

黑洞照片凝聚了全球 200多位科学家的
心血，其中包括多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表示，中国
科学家在望远镜观测、后期数据处理和结

果理论分析等方面做了突出的贡献。

另一项中国科学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是
“人类学‘新晋网红’———丹尼索瓦人”的科

学进展。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
大学和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学者领

衔的科研团队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一件发
现于我国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白石崖溶洞

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距今已有 16万年，是

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
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

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
“上海开放的政策和丰富的政府计

划推动着科研、教育和工程协同发展。这座

创新中心城市正在高速向前迈进，持续吸
引全球各地的重大项目、领军人才和丰厚

投资。”近日，另一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刊发《全球创新热点之地》，介绍了

上海开放创新，支持外资企业融入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近况。而此

前，《自然》还选出年度十大杰出论文，由上

海科学家主导的两项成果入围。
12月 20日，《自然》在线发表文章，

展望了 2020年可能会对科学界产生重
大影响的事件，中国有两项重大计划受

到关注。在航天探索领域，多个国家将开
展火星探测任务———中国也计划在明年

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此外，中国在
2020年将实施嫦娥五号任务，实现月面

无人采样返回。 本报记者 郜阳

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为“中国智慧”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