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9日,《新华每日
电讯》发表题为《“‘第二十
条’已被唤醒”——还原最
高法工作报告中举例的正
当防卫案全过程》的报道。

8日上午，话题“刑法
第二十条已被唤醒”登上
热搜。“真的是好消息，让
我们更勇敢地捍卫自己的
权益和帮助他人”“法不能
向不法让步，弘扬社会的
公平正义”……网友们热
烈讨论。

2018年以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直

接指导下办理的一系列正当防卫案件，激

活了这些沉睡多年的条款，使其保障人民

权益的功能得以彰显。

“昆山反杀案”就是其中之一。这起发

生在2018年的案件，当时引发社会各界关

注。最高检指导江苏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提出案件定性意见，支持公安机关撤案，并

作为正当防卫典型案例公开发布。

“福州赵宇案”“涞源反杀案”“丽江唐

雪案”等一系列正当防卫案，让正当防卫

条款不再“沉睡”。

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

2020年印发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

度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切实防

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

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

法治精神。 (综合新华社 )

“‘第二十条’已被唤醒”
——还原最高法工作报告中举例的正当防卫案全过程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经济参考

报》3月10日刊发文章《两会圆桌·“新质生

产力”如何上“新”丨低空经济“飞”出增长

“新航道”》。文章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

济等新增长引擎”。在代表委员们看来，低

空经济是全球竞逐的新兴产业方向，也是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政策、市场

等利好因素正助推我国低空经济技术不断

突破，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作为在航空发动机研发一线工作了30多年

的技术人员，我感到非常振奋！”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专职总师

单晓明说。单晓明从事中小型航空发动机

产品研发。这些产品可以应用于直升机、多

用途涡桨飞机、公务机、无人机等各种通用

航空飞机。“发展低空经济，技术是支撑、市

场是根本，我们将加快自主研制步伐，提升

产品市场竞争力，助力低空经济从蓄势待发

到振翅腾飞。”她说。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产业链

条长，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方向。从无

人机穿行在高楼大厦间送外卖，到搭乘观光

直升机欣赏风光，再到利用无人机巡检电

网，当前低空经济技术不断突破，应用场景

持续拓展。

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低空经济规模超5000亿元，2030年有

望达到2万亿元。

在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副主席陈

倩雯看来，随着无人机技术日趋成熟和低空

空域管制逐步开放，我国庞大的低空经济产

业链雏形初显，低空经济有望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不过，代表委员们也表示，目前我国低

空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完善政策法规体

系、强化配套措施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发

力。全国人大代表、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

为，低空经济领域的概念界定、行业规范及

技术标准等亟待完善并形成共识。对此，他

建议，加强低空经济的顶层设计，统筹制定

低空空域管理法律法规，加快出台相关政策

指引与行业规范，明确低空空域界定、飞行

器时空基准、空域唯一标识等标准。

“发展低空经济，空域是关键环节。”单

晓明代表建议，应从国家层面成立低空经济

发展组织领导体系，对空域实行动态化管理

和精细化使用，调剂部分高度和时段确保通

用航空飞行器飞行。

加快拓展应用场景和促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也至关重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认为，需

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夯实低空经济发

展能力底座，完善空联网低空基础设施，培

育壮大低空经济相关新兴业态。全国政协

委员、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认为，当前

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入局，探索低空经济各类

场景的创新突破，应用场景多点开花。（记者
郭倩刘芳洲周颖刘美子实习生杨珋）

“新质生产力”如何上“新”？

低空经济“飞”出增长“新航道”

报告还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马某正当防卫案为例。

为此，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该案当

事人马某、办案法官等人，还原该案案

发及审理全过程。

时间回到2020年8月12日：当日

夜间，付某酒后到马某家砸门、叫嚣杀

人，马某告知其找错人并报警，付某不

予理会并砸碎多片窗玻璃，马某持刀

出门制止，付某与其厮打，马某手、背

部受伤，付某被刀伤多处致失血性休

克死亡。

2023年9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定马某属正当防卫，宣告其无罪，不

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23年11月，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鞍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某无罪及不需

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

罪，还是非罪？曾是摆在办案法官

蔡婧面前的难题。

“经过调查，我们认定马某没有主

动伤人的主观动机，持刀离家是为了避

让付某，以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不受侵害。与付某厮打过程中，马某在

高度紧张、恐惧和慌乱状态下本能地反

击，其行为符合一般大众的普遍认知和

常情常理，没有超过防卫限度，其行使

的是刑法第二十条赋予每一个公民的

正当防卫权利。”蔡婧说。

“此外，专家论证机制助力我认定

此案适用刑法第二十条。”蔡婧介绍，针

对此案，辽宁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织

研讨，综合起因、时间、对象、限度、结果

等条件的判断，一致认为此案属于正当

防卫。

“审判还了我公道，我在街坊邻居

面前抬得起头来了！”接受采访时，该案

当事人马某说。

法律的暖流，还从法庭流向马某的

家庭。据蔡婧介绍，得知马某身体欠

佳，日常生活、医疗费用花销较大，法院

主动联系民政部门及他所在社区，为他

从快从速办理医保、恢复发放最低生活

保障金。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是春节

档电影《第二十条》中的台词。该片

聚焦三起案件中检察官面临的情与

法的困境，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

观众易于理解的影像语言。是正当

防卫还是故意伤害？影片中法律与

道德交织碰撞，让很多法律工作者深

受触动。

“马某正当防卫案的审判，就彰显了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和价值

导向。法官既要慎重使用刑罚权、慎重

使用司法权力，还要拒绝‘死者为大’‘谁

受伤谁有理’‘结果客观归罪’的机械司

法和惯性思维。”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一庭负责人颜容表示，办案法官不为

陈旧观念束缚，坚守匡扶正义的原则，

秉持的正是“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

的人生”的理念。

审判结果送达后，马某及其家属到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面锦旗。

而案件审判的意义，远不止于还马某公

道。“我们认为，对马某正当防卫案的准

确认定，不仅消除了马某及其家人的申

诉信访隐患，还减少了社会治理成本，

社会教育意义重大，隐性和显性意义都

不可小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刘忠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不是口号，“第二

十条”已被唤醒，还要持续落到实处。

“马某正当防卫案作为案例被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引用，让刑法第二十

条再次走入公众视野，也是在向全社会

宣告：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

利，是与不法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

器。除了自卫，刑法第二十条也为勇敢

善良的人披上坚固的‘铠甲’。”鞍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林说。

2024全国两会特别报道·两会热点

04
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 责编/秦茵茵 美编/徐月福

自贸港自贸港
扫码看两会专题

辽宁鞍山马某正当防卫案

2021年至2023年
77名被告人因正当
防卫被法院宣告无罪

近年来，随着司法解

释、指导性案例的出台，可

供遵循的依据越来越充

分，办案人员对正当防卫

的认定更有底气。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

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

院对77名被告人以正当防

卫宣告无罪。

曾被称为
“沉睡的条款”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

正当防卫，曾被称为“沉睡

的条款”。事实不好认定、

证据不好证明，一方有理

由、一方有损伤……怎么

依法、妥善办好案件，曾深

深困扰着办案单位。

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

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

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

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

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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