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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计量学院始建于1978年，2000年以前隶属于国家质检总局，2000年以后成为由浙江省和国家
质检总局合办、以浙江省为主的省部共建大学。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中国计量学院走过了春华秋实的三十余载历程，正在由“而立”迈向“
不惑”。
与此同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也硕果累累，成就辉煌，发生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变
化。
　　逢此盛世，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应运而生，顺势成长，并获得了喜人的发展：1998年设立法律教
研室，2000年获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法学专业并正式建系招收第一届法学专业本科生，2002年正式成
立法学院，2005年获得经济法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并招收第一届
知识产权专业本科生，2007年获得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第二学士学位资格并招收第一届知识产权专业第
二学士学位学生，2008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法学专业、知识产权专业双学位学生。
　　尽管如此，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毕竟只是祖国法治园林中的一棵新苗，仍需要继续不断发展、茁
壮成长。
而要做到这些，就不仅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校内外环境，而且更需要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院内志士仁人
的共同努力和发奋图强。
所幸的是，在十多年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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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量刑基准研究》写了量刑活动作为刑罚适用的基本活动，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的实现与被告人
的人权保护。
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第61条对刑罚裁量基准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因过于笼统而缺乏必要的
操作性，也因缺乏科学量刑基准理论的智力支持而显得不太科学，致使实践中由此而产生了许多不当
量刑问题。
因此，为使量刑客观公正，《量刑基准研究》综合运用哲学思辨、比较、历史等研究方法，对量刑基
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系统研究，提出了我国刑事立法有关量刑基准规定的完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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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四种试图缓和目的矛盾冲突的努力并非令人满意，而后面一种理论结论虽然比较合理可取，但
缺乏必要的深入论述，而有进一步予以完善充实之必要。
优先论中的一般预防优先理论认为刑罚作为社会的防卫手段，理应于刑罚裁量时，优先考虑一般预防
的威吓目的，至于个别预防的再社会化、报应主义之目的则为次要考虑的目的。
此为乱世用重典论者所主张的理论，若依此理论裁量刑罚，基于重刑可以收到威吓一般人犯罪的迷信
，则刑罚很有可能超越责任限度，而有违罪责原则、人道主义与罪责均衡的公正要求，故现在很少有
人采用此说。
个别预防优先理论认为刑罚裁量时应优先考虑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需要，而不是行为人之罪责。
一方面因其强调刑罚裁量应以特别预防为目的，而有违刑罚之本质要求，以至于难以实现刑罚正义之
理念；另一方面若以个别预防为优先考虑刑罚目的，则可能会对那些特别危险之人加重处罚，导致如
洛克辛所批判的太过于乐观的“矫治乌托邦”的刑事政策。
并合主义论中的分配理论，也存在刑罚目的矛盾的问题，因为行刑与裁判期间虽然在个别的体系内不
会有报应与预防矛盾问题，但将这些个别的体系回归到全刑法体系而互相关联时，其间的报应与预防
矛盾便会产生。
比如，在执行时，就常会发现许多刑罚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多余的。
当然，有时也会出现刑期过短而无法达到犯罪预防目的之需要。
鉴于此，执行与量刑二体系间机能的统合势在必行，这便要求在量刑阶段对各种刑罚目的加以考量。
幅理论，虽为德国学说及实务所采用，但其也存在诸多问题而受到学者尖锐批评，尤其是其正义幅度
理论之问题，因为就个案具体行为而言，既无正当刑罚之客观标准，亦无客观标准确定把握正当刑罚
之最高与最低限度，因而难以有效避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侵害犯罪人人权现象的发生。
再说，针对一个特定的犯行存在着若干个适正的刑罚事实，这从与责任相适应的刑罚观点来看，在理
论上也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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