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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蕴涵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
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来看，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都离不开学术科
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
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氛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上政学术精神的
象征。
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
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
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于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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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政策问题进入新世纪日益受到国家决策而、学术界、实务界的关注，刑事政策的研究与实践进入
了前所未有的兴盛阶段，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当代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作一梳理，可以说具有恰逢其时的意义。
《刑事政策的当代发展》以刑事政策的当代发展为题，从刑事政策的基本范畴、刑事政策的当代发展
趋势、刑事政策当代发展的基本动力、刑事政策当代发展的路径选择、刑事政策当代发展的制度建设
、刑事政策当代发展的实践考察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
研究思路较为清晰、研究方法较为合理、研究范围较为全面，内容体系兼顾理论与实践、内容表达兼
顾学理与大众。
《刑事政策的当代发展》适合对刑事政策发展、刑事法治建设有兴趣的人士参考阅读，适合学习法学
、社会学、公共管理的人士参考阅读，适合刑事领域的研究者、刑事实务工作者、社会管理工作者参
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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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刑事手段的认识不足　　所谓刑事手段，是刑事法所特有的剥夺财产权利、人身自由、身份
荣誉乃至生命权利的最强力、最全面的强制方法和措施，如财产刑、自由刑、生命刑等。
对于刑事手段的认识不足，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对刑罚手段的迷信和推崇，主张“刑乱世用重
典”；其二，对运动式、军事化方法治理犯罪的迷信和推崇，突出的表现为“严打”刑事政策的泛化
。
　　对刑罚手段的迷信和推崇，主张“刑乱世用重典”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可以称之为“重刑主义”
。
对于什么是“重刑主义”，理论界的认识则有所差别。
有的认为，重刑主义有两层含义：一为严刑，二为峻罚。
具体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以刑去刑，刑期于无刑，把刑罚作为预防和遏制犯罪的惟一手段，企
图严刑治国，重罚止罪。
韩非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真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
其其奸。
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2）轻罪重罚，从而对一切犯罪普遍地实行重刑，达到恐怖社会、威吓犯罪的目的。
商鞍说：“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3）刑罚残酷，对犯罪人广泛地适用死刑和身体刑。
（4）法外用刑，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也有的认为，重刑主义是指严厉性较强的刑事惩戒体系和恐吓主义的理论，在这种惩戒体系的各个方
面渗透着强烈的严厉性。
反映在法律上，一是刑罚过于残酷，重刑在罪刑单位中的比重过大。
二是刑罚惩处的行为范围过宽。
三是在行刑制度上没有“网开一面”给犯罪人以改恶从善的出路。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制造恐怖，如执行死刑前的游街示众，有的滥诛无辜，如搞“连坐”等等0[1]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重刑主义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过，并且影响至今。
应当看到重刑主义虽然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却有着自身的合理性
，有着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程序和犯罪治理意识的思想基础。
如今的人们不能以现在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来全面否定前人的重刑主义或者残酷刑罚，而应当采取
批判态度来分析其内在解构和思想根源，并以此为鉴，防止重刑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复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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