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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赵宇案
在福建福州工作的黑龙江小伙赵宇因“见义勇为”

被刑拘14天后，又被福州晋安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

人重伤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2月22日，赵宇收到

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法律意义上

的完全自由。

根据21日凌晨福州市公安局发布的通报，晋安区

人民检察院对赵宇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官方发布的通

报并未消除网友的诸多疑惑，公安机关的“羁押权”是

否涉嫌滥用？当事人是否能得到国家赔偿？挺身而出

的正义，如何不再束手束脚？

赵宇到底有没有犯罪？

2018年12月26日晚，在家陪伴怀孕妻子的赵宇听

到“强奸”“救命”的呼叫声，下楼了解情况。他看到施

暴者李某正对邹女士进行人身侵害。赵宇上前阻止李

某施暴，与其发生肢体冲突。据赵宇描述，他抽身时不

小心踩在了对方肚子上，导致其“肠子破裂”。后经鉴

定，对方二级重伤。

2018年12月29日，赵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

刑事拘留14天。

2019年1月4日，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以“故意

伤害”向晋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赵宇，1月10

日，晋安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2月20日，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将赵宇移交晋

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公开的移送起诉告知书中，赵宇

的“罪名”由“故意伤害”改为了“过失致人重伤”。

21日凌晨，福州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晋安区人民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但超过必

要限度，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伤的后果。鉴于赵某有

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为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

为，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对赵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2月21日晚，认证为“新闻当事人 赵宇”的账号@

被冤枉的赵宇 发布微博：据本人代理律师称，按照“不

起诉决定书”的内容，据代理将无法申请国家赔偿，面

临被李某追究民事赔偿的情况。该决定书事实认定错

误，法律适用错误，我们将对该决定书进行申诉。

在官方通报发出后，不少网友都在为当地检方的

不起诉决定而拍手称快。然而，观察整份通报，“赵宇

到底有没有罪”这一核心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在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翔看来，官方发布

的通报是有矛盾的。一方面，通报写道：“晋安区人民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但超过必

要限度，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伤的后果。”但通报后续

称：“鉴于赵某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为弘扬社会正

气，鼓励见义勇为，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对赵某作出不

起诉决定。”

“如果认定为见义勇为，是绝对应该被弘扬的，是不

应该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的。”安翔说，在此案中，赵宇既被

认定为“防卫过当”，又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是矛盾的。

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看来，赵

宇是无罪的。

“必须经过法院的审判，才可以被认定为犯罪，从

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来看，赵宇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但是并不构成犯罪。”周汉华说。

从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到作出不起诉决定，在

此事件中，当地检方的态度变化不大。但当地公安部

门在公开的移送起诉告知书中，赵宇由“故意伤害”改

为了“过失致人重伤”，其态度的转变，成为网友关注的

一大焦点。

对此，安翔推测，公安机关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

应该是发现了见义勇为的因素，所以在公开的移送起

诉告知书中，改变了此前的说法。“此举可能是为了给

赵宇换一个‘罪名’，这样可以在确定是犯罪的基础上，

为赵宇争取更轻的量刑。”安翔说。

不过，安翔也提出，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在执

法过程中不应该模棱两可。如果执法机关认定其行为

是犯罪，就要坚决办；如果认定其不是，也要摆脱思维

惯性，敢于坚决认定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

针对网友对程序的疑问，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

宗智表示，公安机关对“罪名”的更正并不存在程序问

题。“公安机关通过补充侦查，发现新的证据，经研究以

后，是可以改变‘罪名’的。”

公安机关为何在检察机关决定不逮捕后，依然将赵

宇移交检察院？当地警方的举动在程序上是否规范？

对此，安翔解释，从程序上看，当地警方的做法并

无问题。“逮捕，是刑事的强制措施，需要检察院进行批

准。审查起诉，是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在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会把相关案卷移送检察机关，

交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

在安翔看来，在检方作出不逮捕决定后，公安机关

再将案卷移送检察机关，由其决定是否起诉，是符合程

序规范的。

在事实尚不清楚、赵宇反复强调自己是见义勇为、

赵宇妻子待产、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的背景下，当地公

安机关没有尽早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而是长时间羁

押。因此，赵宇还错过了自己孩子的出生。

这对尚未定罪的“嫌疑人”来说，是不是正当权

益的损失？对公安部门来讲，是否涉嫌滥用强制措

施？

龙宗智说，警方在采取拘留措施时，只需要有犯罪

嫌疑就可以，并不一定需要证据充分，因此警方的做法

在程序上没有问题，但公安机关最初适用法律的判断

有误。“公安机关不应对其采取刑事拘留，而是应该经

过更详细的调查后，再采取措施。”

对于最新的官方调查结果，范辰表示：“从法律意

义上来讲，不予起诉不代表认定赵宇无罪。若是因调

查证据不足而判定无罪，则将会继续进行辩护，直到认

定赵宇无罪为止。”

范辰补充说明：“如果最终判定赵宇无罪，或将申

请国家赔偿。”

当事人能否得到国家赔偿？安翔表示，在本案

中，因为检察院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所以唯一

限制了赵宇人身自由的就是刑事拘留。至于刑事拘

留是否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则取决于此案最终的认定

结果。“如果赵宇最终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那么刑事拘

留就是有问题的，可以获得国家赔偿；但如果最终认

定他为防卫过当，即使检方决定不起诉，也很难获得

国家赔偿。”

如何让挺身而出的正义，不再束手束脚？

在安翔看来，赵宇见义勇为事件并不能在民众拍

手称快后便一了了之，其背后的法律体系建设也需要

被关注。

安翔称，从此案中可以看出，执法部门、司法部门

对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算“防卫过当”仍然有分

歧。因此，国家需要通过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将具

体的操作标准明确细化下来。

在安翔看来，司法尺度也要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

而变化。“在制定相关法律文件时，国家应该考虑适当

放宽判定标准，让大家敢于见义勇为。”

其实对于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去年9月，最高人

民法院在《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中就提出，要适时出台

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

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

法权益。

周汉华则表示，此案中，警方和检方的不同做法，

也反映出了执法机关在执法尺度的把握上存在不足。

“法律是要鼓励人们行使自己的正当、合法权利，让社

会上更多人能够为正义而勇敢地站出来。”

（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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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下午，赵宇到晋安区检察院拿到了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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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见义勇为者更有力量？

■事件回顾

见义勇为反被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