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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事政策是当前我国刑事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亦曾经涉足其间，主编过一本《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现在，蒋熙辉等四名青年同仁协力完成的《刑事政策之反思与改进》一书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令人振
奋的。
蒋熙辉博士嘱我写序，我慨然应允。
　　　　刑事政策研究是刑事法理论研究的基础，没有厚重的刑事政策理论底蕴，刑事法的规范研究
是难以深入与深刻的。
以往我国刑事法学理论之浅显，很大程度上与刑事政策研究之缺乏有关。
当然，相对于刑事法的研究，刑事政策的研究还是滞后的，这种滞后性主要是由于方法论的偏颇所导
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对刑事政策的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停留在诠释与解读的层次。
这实际上是采用规范论的方法来研究刑事政策，以假定现行的刑事政策完全正确为逻辑演绎的起点，
以此建构起来的刑事政策理论体系是缺乏反思性与批判性的，因而必然是肤浅的。
我高兴地看到，蒋熙辉等青年学者立足于反思与改进而展开对刑事政策的理论探讨。
在本书导论中，著者就提出了“反思刑事政策”这样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命题。
刑事政策何以需要反思？
著者提出现有刑事政策的三个不足：一是刑事政策与刑事策略不分；二是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不分；
三是重刑主义倾向对刑事政策的影响。
在以上三个问题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第一个问题：刑事政策与刑事策略不分。
当然，“不分”已经是一种较为客气的说法。
严重地说，简直就是刑事政策与刑事策略的混淆。
我曾经指出：我国刑事政策存在策略化倾向，把刑事政策混同于刑事策略，包括以往的惩办与宽大相
结合政策与现在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都具有极为浓厚的策略意味。
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当然要讲究策略，因而刑事策略本身也是刑事政策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可否认的
。
但是，刑事策略绝不能等同于刑事政策，前者只是后者的极少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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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反恩与改进而展开对刑事政策的理论探讨，系四位青年法学博士的合力之作。
研究领域具有开放性，注重吸收借鉴国内外刑事政策科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对刑事政策进行全方位的
反恩性探讨；研究视野具有前瞻性，既注重研究解决刑事政策当下面临的问题，更关注中国刑事政策
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效果具有实践性，既注重理论的反思和探究，更突出地反映刑事政策作为一门
实践科学的品格。
本书对刑事法律科学研究者和刑事法律实践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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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熙辉，男，湖南衡阳人。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并在则政部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出版专著部，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人民日报》、《法学家》、《政法论坛》、《
政治与法律》、《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央党校学报》等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近百篇。
主要代表作：《权利发展与刑法改革》、《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探究与认定》、《刑法解释限度沦》、
《量刑制度宏观问题研究》、《论公司犯罪的刑事责任构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改革
》等。
主持并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省部级课题近十项。
主要研究领域：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刑事法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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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反思刑事政策专题一　刑事政策思想嬗变与现代发展　一、西方刑事政策思想嬗变与现代发展
　二、中国刑事政策思想嬗变与现代发展专题二　刑事政策之体系与结构　一、刑事政策之纵向结构
　二、刑事政策之横向结构专题三　刑事政策诸过程之探讨　一、刑事政策之制定　二、刑事政策之
执行　三、刑事政策的评估专题四　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与模式选择　一、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秩
序维护与人权保障　二、刑事政策的模式选择专题五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　一、刑法解释的特征和
功能　二、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角色定位　三、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方法　四、刑事判例——体
现刑事政策的另一种解释形式专题六　刑事政策与刑事一体化　一、刑事一体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二、刑事政策与作为观念的刑事一体化　三、刑事政策与作为方法的刑事一体化专题七　刑事政策与
刑法改革　一、刑法改革方向之一：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　二、刑法改革方向之二：建立恢复性司法
专题八　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变革  一、刑事政策的变化导致刑事诉讼程序分化  二、合理有效的刑事
政策法律程序化  三、加强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和救济  四、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专题
九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形成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定位与基本内涵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体认  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专题十  “严打”刑事政策之反
思与改进  一、“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与实践  二、“严打”刑事政策的合理性与弊端  三、“严打”
刑事政策的前景专题十一　严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  一、严格控制死刑刑事政策的形成及立法的初
步体认  二、严格控制死刑刑事政策的背离及其原因  三、严格控制死刑刑事政策的回归及其原因  四、
严格控制死刑刑事政策的前景及其措施专题十二　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政策　一、被害人救助刑事
政策的界定　二、被害人救助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　三、被害人救助刑事政策的现实价值　四、被害
人救助刑事政策的具体实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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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影响刑事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　　　　刑事政策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针对一定的现
实状况而制定的，因此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概括而言，影响刑事政策制定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　　　　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是刑事政策制定的事实依据
和现实前提。
从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直接引起刑事政策的变动，是影响刑事政策制
定的最主要的因素。
①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刑事政策
自然也要随之变化和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所谓的“刑罚世轻世重”。
对此，贝卡里亚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说：“总而言之，刑罚的规模应该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
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
为了打倒一头狂暴地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
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程度。
”②作为犯罪的对策，古今中外刑事政策的发展、变动无不直接受制于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
　　　　2．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总体形势　　　　刑事政策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
、运行的，并且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体现其性质，发挥其功能，因此，社会环境尤
其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进化和变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刑事政策的发展变化。
以财产刑为例，其种类、数量和适用范围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1979年刑法相比，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所规定的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扩大了不少。
这一变化与我国近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犯罪大量增长
，使财产刑的适用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经济状况的改善也为财产刑的大量
适用提供了可能。
再如，死刑政策的发展变化也同样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等的影响。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政策之反思与改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