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罚消灭制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罚消灭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3638336

10位ISBN编号：7503638338

出版时间：2002-7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于志刚

页数：702

字数：6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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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罚消灭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刑罚消灭制度的巨大价值在于：从立法上讲，它是刑事责任实现或终结的基本立法体现和认可形式之
一，是对现实存在的犯罪黑数和刑罚真空现象的一种补救措施，是刑罚社会效应的实现方式之一，更
是刑法人道主义内涵的体现，从司法上讲，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司法成本并体现刑罚的效益性；另
一方面，是督促刑罚权及时行使、杜绝司法懒惰的有效方式；从社会秩序价值上讲，不仅是对犯罪人
积极自我改造、自我约束效果的承认和尊重，更是对社会自我净化机制和既存稳定秩序的立法承认，
是避免刑罚机械干预而成为恶法的有效方式。
刑罚消灭制度是刑法历史进步之体现，也是立法理性认识与司法手段有限之间矛盾的产物，更是刑法
从本能走向理智的根本反映。
    刑罚消灭制度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具有不可代替性：其一，符合刑罚宽缓化的倾向。
随着公平、正义以及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化．刑罚的合理性及人道主义也逐渐
为社会所认同，刑罚宽缓化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其二，是罪刑关系动态变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刑罚的起源学说多种多样，其目的、功能等问题也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研究，而刑
罚的自然与非自然消亡问题，是刑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但却始终未获得应有的
重视与关注。
尽管刑罚最后消亡的具体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但独立，完整的刑罚消灭制度无疑应当是最有代表性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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