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5308840

10位ISBN编号：7565308846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何荣功

页数：250

字数：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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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研究>>

内容概要

　　毒品犯罪不应当属于刑法中的最严重罪行。
毒品犯罪特点决定了对其判处死刑，预防效果极其有限。
传统观念以及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是我国当前仍保留毒品犯罪死刑的现实原因。
我国毒品犯罪的死刑限制与将来废除应走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之路。
《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研究》探讨了司法上废除对运输毒品罪死刑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另外提出对新型毒品犯罪（除冰毒外）死刑适用要慎之再慎，防止因新型毒品泛滥而导致毒品犯罪
死刑适用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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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编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的宏观问题
第一章 近年我国毒品犯罪与毒品滥用的主要趋势与特点
一、研究的依据与必要说明
二、二十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的趋势与主要特点
（一）从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看，毒品犯罪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放缓
（二）从毒品犯罪的种类看，传统毒品犯罪稳中有降，新类型毒品犯罪增长趋势明显
（三）从毒品犯罪的类型看，制造毒品犯罪明显增多，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突出，我国由传统
的“毒品受害国”变为“毒品受害国”兼“毒品输出国”
三、十年来我国毒品滥用趋势和主要特点
（一）从毒品滥用者数量和破获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看
毒品滥用整体上呈增长态势
（二）从毒品滥用的结构和种类看，传统毒品滥用仍占主导地位，但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新型毒品滥
用增长趋势明显
（三）在毒品滥用性别方面，男性滥用一直占主导地位
（四）从年龄结构看，青少年毒品滥用比例近年虽有所下降，但问题仍然突出
（五）从滥用方式上看，当前出现了利用虚拟“房间”，进行网络滥用等新特点
（六）从地域分布上看，虽然仍然有区域间不平衡问题，但毒品（尤其是新型毒品）滥用正在全国范
围内不断蔓延
四、关于我国未来毒品犯罪治理的方向性思考
（一）重视禁吸、戒毒，萎缩毒品“市场需求”
（二）要高度重视对新型毒品的规制
（三）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对毒品（尤其是新型毒品）的滥用问题
第二章 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回顾与评论
一、三十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演进与特点
（一）开创时期：1979年刑法
（二）加大打击时期：20世纪80年代
（三）完善时期：20世纪90年代
（四）三十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基本特点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及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改革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
（二）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改革
（三）评论
三、关于毒品犯罪“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
⋯⋯
下编 毒品犯罪死刑裁量的具体问题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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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认为，与其他犯罪一样，“严打”刑事政策对毒品犯罪同样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主要体现在
：（1）对于从事犯罪（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行为人而言，“严打”增加了犯罪的
惩罚成本，有助于毒品犯罪的减少。
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付出的代价，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
中产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等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
二是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
少，由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即为犯罪的机会成本。
三是惩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被判处刑罚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严打”属于惩罚成本的范畴，一般来说，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惩罚成本越高（以案件破获率
一定为前提），犯罪就会越少。
犯罪惩罚成本的增加既可以体现在被抓获后刑罚的严厉性方面，也可以体现在因国家采取“严打”政
策而导致案件侦破率提高，无论属于何种形式的犯罪成本提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毒品犯
罪的发生。
（2）对于毒品的滥用者或潜在的滥用者而言，“严打”政策也会带来积极效应。
因为国家对毒品犯罪采取了“严打”刑事政策，社会上流通的毒品必然会减少，引起毒品供给小于需
求的状况，这将导致毒品价格的升高和毒品滥用成本的提高。
在毒品高价格的压力下，特别是对毒品潜在滥用者来说，会因滥用毒品成本升高而放弃吸食毒品。
　　但是，与其他类型犯罪不同的是，“严打”刑事政策对毒品犯罪的影响不是简单单向的，“严打
”政策也会对毒品犯罪产生一定程度的逆向影响。
国家对毒品犯罪采取“严打”刑事政策，提高了毒品犯罪的惩罚成本从而导致毒品供给的减少，这本
来是件好事，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由于毒品依赖性所导致的特定时期社会对毒品的需求是刚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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