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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中国需要保守的刑法理性与内敛的现代刑事政策立场，因而本书欲表达的核心立场观点可以简要
地概括为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与现代刑事政策立场。
这也是本书取名《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与现代刑事政策立场》的缘由。

尽管本书对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之全貌尚未进行系统阐述，本书所收录的内容主要是笔者近年来在有关
场合发表的学术讲座或者学术谈话的记录，经过适当加工整理而成(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内容属于首次公
开发表)。
但是应当说，本书所有论述都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分析、阐明保守的实质刑法观的，在学术
立场和理论体系上保持了一致性。

本书研讨了广义刑事政策观与现代刑事政策立场，系统阐述了现代广义刑事政策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并以此检讨了目前我国正在推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理论上存在的误读误解，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和现代刑事法治理性特别关涉的刑事和解制度、刑民交叉问题。
应当说，这种广义刑事政策观相对于狭义刑事政策观而言更具有学术包容性，有助于实现现代法治刑
法理性的深化研究，因而与保守的实质刑法观是协调一致的。
在阐述现代刑事政策立场的内容中，本书还特别宣扬了一种反对剩余制裁的刑事辩护立场，这既是作
者基于现代刑事政策立场与现代刑事法治理性而对刑事辩护理性之感悟，并力图倡导和宣扬的刑事辩
护立场，也是本书的重要创新内容。
反对剩余制裁的刑事辩护立场，在本质上是与现代刑事法治理性、广义刑事政策观和保守的实质刑法
观完全一致并相互呼应的一种现代刑事政策立场，甚至可以说，这种立场其实也是内敛的刑法立场和
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之必然结论。
反对对犯罪之人给予剩余制裁的刑事辩护立场，本质上就是主张刑法矫正主义与犯罪人回归主义的刑
法立场与刑事政策立场，推崇自由最大化并将自由最大化作为刑法理性的根本。
应当申明，反对剩余制裁的刑事辩护立场，是一种与刑法报应主义格格不入的刑事政策立场。
在这种意义上，保守的实质刑法观堪称反对剩余制裁的保守的实质刑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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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中道权衡理性刑事政策研究必须注重运用中道权衡的理性研究方法。
　　强调价值权衡的理性研究方法，首先在公共政策学中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
笔者最近阅读了美国政策学者德博拉·斯通的一本专著，书名叫《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修
订版）》，书中提出一些观点很有启发性：应该将公共政策分析与公共政策决策两者区分开来加以论
述，因为政治家通常需要政策目标与政治目标两个目标；公共政策基本范畴，比如平等、效率、自由
，乃至各种权衡尺度，这些基本范畴本身就可能是充满悖论的，而这些悖论常常要通过冲突的政治过
程来予以消除；作者认定，有理由说明世界需要“政策悖论”。
再如，美国学者弗兰克·费希尔的专著《公共政策评估》，专门针对公共政策评估问题展开论述，其
中阐述了“将事实与价值结合起来进行评估的多重方法论框架结构，具有经典价值，这些学者都强调
了价值权衡在公共政策学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值得重视。
　　刑事政策是一个显性关涉政治学问题、价值学问题、人文学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问题，不但应注意
运用实证分析、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还必须时刻牢记进行中道的价值权衡的理性研究方
法。
我们知道，刑事政策作为公共政策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公共政策这个复杂巨系统之下的一个子系统（
系统相对性原理还承认子系统之下还有更低层次的子系统，而相对于更低层次的子系统而言，上一级
子系统本身也可以成为相对的复杂巨系统），其价值系统包括秩序、自由、效率、公正等多元。
应当说，顾此失彼式的研究立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尤其在价值权衡中往往存在一些片面强调某
种或者某几种价值而忽视另外的同样重要的价值的立场，由此得出的结论通常也比较片面而有失公道
。
可以认为，发现或者承认刑事政策价值内容之秩序、自由、效率、公正等本身并不十分重要，因为现
代人文科学几乎没有否认该四项基本价值存在的现象，这已经是一个共识性见解而无需言说；而该四
项基本价值之间的价值关联、价值冲突、价值整合等一系列关涉价值权衡理性的问题才是最为根本的
问题，当然也是刑事政策研究必须时刻面对并明确回答的根本问题。
对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方法立场的问题。
刑事政策研究必须始终关注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及其相互之间客观存在的价值关联、价值冲突、价值
整合，以确保研究本身的系统性、科学性、合理性。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与现代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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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