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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法系列：刑罚消灭制度适用》入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我国现行刑
法中各项重要制度和刑法学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法系列：刑罚消灭制度适用》对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
予以充分关注，着力推荐针对刑法学中某一具体制度或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作品。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者对德日刑法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引起了对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等诸多
关于刑法基础理论问题的争鸣，这些争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刑法学研究的根基和深层次解决当前司法
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
因此，《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法系列：刑罚消灭制度适用》吸纳了一批介绍国外刑法理论，并
能对我国司法实践作出积极回应的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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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较刑事责任消灭和刑罚消灭，不难看出，二者存在较多的相似性，主要有：（1）消灭的原因
都有法定性，且很多原因是相同的。
具体而言，这些原因主要有犯罪人死亡、超过时效期限和赦免。
在犯罪人死亡的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主体不存在，因而也就必然出现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消
灭；在超过追诉时效期限以及赦免的情况下，国家放弃了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因而会出现刑事责
任的消灭，并且也不存在再让行为人执行刑罚的问题了。
（2）存在的前提相同，即要求针对于符合《刑法》分则罪刑条文之规定的危害行为，实施危害行为
的行为人构成了犯罪。
无犯罪无刑事责任，没有犯罪行为刑事责任无从谈起，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刑事责任业已产生并
客观存在，只是国家司法机关还没有开始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中多处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就是以刑事责任的存在为前提的；刑法中所规定的追诉时效也
是以刑事责任的存在为前提的，犯罪经过一段时间不再追究意味着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而刑罚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之一，行为人被判处刑罚的前提自然是其行为构成犯罪，并应当承担刑
事责任，否则就谈不上让行为人以刑罚的方式实现其刑事责任，更谈不上行为人所负之刑罚的消灭。
（3）本质和效果都有双面性。
不管是刑事责任的消灭，还是刑罚的消灭，对于国家有关机关和犯罪人来说都有各自的意义。
对于国家有关机关来说，是自己依法享有的某种权力在针对犯罪人的具体情况下归于消灭；对于犯罪
人来说，则是不必再处于对自己不利的法律状态。
因此，刑事责任的消灭和刑罚的消灭都具有双面的意义和效果。
　　但是，毕竟刑事责任是刑罚的上位概念，因而使得刑事责任的消灭也与刑罚的消灭有不同之处。
具体考察，可以发现，二者的关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刑事责任的消灭必然带来刑罚的
消灭。
例如，《刑法》第449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
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
”这就意味着，对于戴罪立功、符合条件的已经犯罪的军人，国家不再让其对原来的行为承担刑事责
任，在此情况之下自然谈不上刑罚的问题。
　　第二，刑罚的消灭却并不一定带来刑事责任的消灭。
例如，对于缓刑考验期满的犯罪人来说，即便不存在各种违法犯罪的情况，其刑事责任也并不一定消
灭。
此时，若要确定其刑事责任消灭，还需要考虑其是否存在《刑法》第37条的规定，即是否还需要以接
受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的方式实现不受刑事处
罚情况下的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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