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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9 月 27 日从最高人民
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关于办
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规定
的虚假诉讼罪在具体适用方面
的若干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依
法 惩 治 发 生 在 民 商 事 案 件 审
判、执行程序中的虚假诉讼违
法犯罪行为。

司法解释规定，单方或者与
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
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
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
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以捏造的事
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
书，或者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

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
分配的，属于刑法规定的虚假诉
讼犯罪行为。

根据司法解释，与夫妻一方
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以捏造的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隐瞒债务
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
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
民事诉讼”论。

司法解释还规定，以捏造的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
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
的，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罪，在
未作出裁判文书的情况下，行为
人具有虚假诉讼违法犯罪前科，
或者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

诉讼，或者具有致使人民法院
采取保全措施、致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
等情形的，也应当以虚假诉讼
罪定罪处罚。

最高法刑四庭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部分个人和单位出于种
种目的，故意捏造事实向人民法
院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意图骗取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牟取不
正当利益。此类行为不仅严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
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权
威。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于依
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维护
司法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据新华社

记者9月27日从铁路公
安局获悉，全国铁路公安机
关8月29日以来开展打击倒
票“秋风-2018”战役，截
至目前，共破获倒票案件
1008 起 ， 抓 获 倒 票 人 员
1118 人，打掉倒票团伙窝
点 131 个，查缴车票 1.8 万
余张、假火车票2386张。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广泛
开展法治宣传，进一步加强
站区巡查，通过公开民警巡
逻、便衣民警防范等形式，
强化对人工、自动售票区域
控制，不断压缩倒票人员的
活动空间。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加强
站车查缉，加大对制贩、使

用假证假票假章的打击力
度。9月12日，佛山铁路公
安处根据线索，将伪造使用
假章的嫌疑人李某查获，随
后从其出租屋内查缴制假模
具 1000 余个、伪造印章半
成 品 2000 余 枚 。 9 月 20
日，上海铁路公安局东海县
车站派出所端掉两个制假窝
点，缴获假章 477个及一批
制假工具。

在强化打击的同时，铁
路公安机关积极发挥职能作
用，督促客运部门通过增加
人员、设备，严格执行实名
制车票查验制度，确保国庆
节前和假日期间旅客平安顺
利出行。 据新华社

打击倒票战役成效显著

铁路公安局

针对近期网约车出现的一系
列重大安全事件，自 9 月 5 日
起，由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
部际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等组
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工
作检查组，陆续进驻滴滴出行等
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公司，开展
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专
项 检 查 发 现 了 哪 些 问 题 和 隐
患？下一步将如何处理？交通
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9 月
27日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一一回应。

网约车存在九大问题隐患

吴春耕表示，目前，已通过
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现场检查、
数据对接、问询谈话以及分析总
结等工作，形成初步的检查报
告。经梳理归纳，检查组发现滴
滴出行等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
司在运营安全管理、产品合规
性、应急管理、非法营运、信息
安全保护、公共安全管理等方面
存在九大问题和安全隐患。

吴春耕介绍，这九方面的
问题和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
公共安全隐患问题巨大；顺风
车产品安全隐患问题巨大；应
急管理基础薄弱、效能低下；
非法营运问题突出；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平
台诚信严重缺失；个人信息安
全问题突出；社会稳定风险突
出；涉嫌行业垄断。

督促平台公司整改到位

吴春耕表示，检查组在检查
发现问题的同时，也针对问题提
出了系列整改处理的初步建议。
下一步，检查组将把检查报告提
交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
联席会议审议，并指导有关执法
部门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
肃处理，消除安全隐患。同时，
检查组也将督促平台公司严抓问
题整改和责任落实，推动检查发

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到位，巩固
安全检查成果，促进网约车行业
健康发展。

“后续检查及处理结果将适
时向社会公布。同时也提醒各网
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对于检
查发现和存在的问题要不等不
靠、立行立改，主动作为，提前
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加快推进规
范 化 发 展 ， 加 快 提 高 服 务 水
平。”吴春耕说。

吴春耕表示，网约车作为交
通运输新业态发展两年来，给广
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了新体
验，提供了新选择，也带来了便
利，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取得的成
绩值得充分肯定。但网约车在发
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比
如前段时间关于网约车的两个重
大安全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公众
的普遍关注。

多种措施解决“打车难”

随着专项检查开展，一些网
约车平台暂停顺风车业务，有群
众担心打车难、黑车等问题会卷
土重来。对此将如何应对？

吴春耕说，在安全专项检查
的同时，为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和保障乘客安全，各网约车平台

公司按照有关要求正加快合规化
进程，合规化运力供给正在不断
增加，并逐步替代“黑车”市
场。虽然局部地区、个别时段出
现的打车难问题依然存在，但总
体来看，没有出现大面积群众出
行难的情况，近期公众出行秩序
正常。

针对群众担心的打车难问
题，交通运输部已指导各地、特
别是指导各相关企业积极采取多
种措施来“补位”，共同解决

“打车难”的问题。
为保障乘客便捷出行，采取

措施丰富和完善运输服务模式。
一是鼓励传统出租车企业和网约
车平台公司增加运力保障，确保
夜间时段运力供应，特别是机
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商圈
等人流密集地区的运能供应，满
足人民群众用车需求。二是督促
出租汽车企业做好驾驶员管理，
自觉提升服务品质，增强安全意
识，严厉打击拒载、绕路、挑
客、乱收费行为。三是指导城市
公共交通企业提高发车频率，延
长运营时间，合理开通夜班车，
保障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四是严
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维护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

据新华社

非法营运问题突出、诚信严重缺失、涉嫌行业垄断……

网约车平台存在九大问题隐患

两高就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出台司法解释

市场监管总局9月27日
发布《关于防范保健食品功
能声称虚假宣传的消费提
示》，提示称，保健食品不
是药品，须经过注册或备
案；保健食品应严格按照注
册或备案的保健功能进行标
签标识和宣传表述。

市场监管总局提示称，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
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
食品。保健食品不是药品，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可以
调节机体的某些功能，适宜
于特定人群食用。

市场监管总局强调，目

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注册
的保健食品允许声称的保健
功能主要有27类，依法备案
的保健食品允许声称的保健
功能为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保
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应严格按
照注册或备案的保健功能进
行标签标识和宣传表述。凡
有这些虚假宣传表述的产
品，无论是在商超等线下实
体店销售，还是通过网络、
会议、电视、广播、电话和
报刊等方式销售，消费者都
不要购买，同时可以拨打热
线电话 12331、12315 进行
投诉举报。 据中新网

保健食品应按注册功能宣传

市场监管总局

司 法 部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
能作用，完善调解机制，努
力打造人民调解工作升级
版。司法部部长傅政华9月
27 日在坚持发展“枫桥经
验”实现矛盾不上交工作会
议上这样表示。

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
纠纷发生新的变化，纠纷主
体更加多元，纠纷类型更加
多样，既有传统的婚姻家
庭、邻里等常见纠纷，也有
医疗、交通事故、劳动争
议、金融、电子商务等新型
纠纷。调解难度不断增大，

“矛盾不上交”的内涵和外
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傅政华认为，这给新时
代人民调解工作带来了新的
挑战和考验，人民调解工作自
身还存在短板，人民调解组织

网络有待进一步健全，调解员
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保
障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为此，司法部将印发《坚
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
不上交三年行动方案》，明确
开展三年行动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任
务和保障措施。

傅政华表示，实现矛盾
不上交，不仅仅是今后三年
的目标，也是人民调解工作
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目标。

他要求，做好人民调解
工作必须要坚持排查在先、
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要
坚持应调尽调，就地化解。
充分发挥各类调解的优势作
用，加强资源整合，形成化
解矛盾纠纷工作合力。

据新华社

打造人民调解工作“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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