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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区矫正（社区刑罚执行）的发展与规模的扩大代表着当今国际刑罚变革的主流方向。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积极推行社区矫正。
”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高度重视。
2008年12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发[2008]19号
）对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
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把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里，充分利用社
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对其实施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对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探索完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降低刑罚执行成本、提高刑罚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
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由此，我国社区矫正的规模已从2003年六省市内局部地区的
试点正式扩展到全国。
试行社区矫正的意义重大，并不意味着我国社区矫正推进的路径必然正确。
我们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富有成效的推进，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正确、优化设置组织管理机构
和建设专业化的稳定的工作队伍。
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许多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项目将难于落到实处，整体运作效率难于提高
，多重目的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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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有关国家社区矫正或说是非监禁刑罚执行
的组织管理体制和人员配备的详细情况。
同时为便于理解，对各国社区矫正和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基本情况也作了简单介绍，以期使读者能够对
主要国家的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执行）组织管理模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组织管理体制和人员配置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并不
是为了照搬照抄，而是试图发现其中的特点和规律，使我们在决策时能立足国情，视野宽阔，知已知
彼、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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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韩国法务部犯罪预防政策局负责的5个假释审查委员会（又译为缓刑与假释委员会、保护观察
委员会）在五个设有高等检察厅的城市设立并开展工作，这五个城市分别是首尔、釜山、大邱、光州
和大田。
法务部长领导保护观察委员会的设立与运行，由保护观察委员会决定和审查适用保护观察措施的必要
性。
保护观察委员会按照《缓刑及其他措施法》第5条、《缓刑及其他措施执行规则》第7条以及《保护观
察委员会运行规则》开展工作。
通过公正和透明的审查，帮助违法犯罪人员快速顺利地回归社会。
保护观察委员会由5到9个委员组成，其中包括主席一名，主席从高等检察厅的检事长或检事中任命。
保护观察委员会委员一般包括一名法官、一名检察官、一名律师、一名观护所领导、一名地方矫正所
领导、一名未成年矫正学校领导和一名具有丰富缓刑经验与知识的人，委员的确立采取直接任命或者
要求加入而组成。
至于保护观察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对于直接任命的职位，任期即其所任职位的期限；对于应要求而加
入的职位，任期为2年，可以再次任命。
根据《缓刑及其他措施法》第6条，保护观察委员会的法定职责是：1.有权决定和撤销假释（其中，成
年犯人假释的审查由假释理事会负责）；2.有权决定和撤销从未成年矫正学校的临时释放；从2008年6
月起，根据矫正保护未成年犯人条列，有权决定和撤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释放。
3.有权决定和撤销保护观察措施的提前解除；4.有权决定和撤销缓刑延期；5.有权决定和撤销假释犯人
不定期刑的提前终止；6.有权决定成年犯人适用缓刑的必要性（第24条）；7.有权对成年犯人开展假释
个案社会调查（第2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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