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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告诉我，在美国法学院里，越来越多的教授拥有经济学的学位或背景。
而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买了不少有关法与经济学方面的书，这表明潜意识中我对此是有兴趣的。
恰好在社科院的一次课题研究中，我结识了经济所的袁刚明研究员，并与他发展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
。
2003年，承蒙他的引见，我顺利申请上了经济所的博士后。
两年多下来，自己大体上沿着如下思路读了些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犯罪与刑罚的经济分析
。
　　在这些阅读中，一些学者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博登海默指出：如果某人“未接受经济学方面的训练，那么他就无法认识到法律问题同经济问题之
间的紧密联系，而这种关系在许多法律领域中都存在着”。
“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
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 。
还有法官说：“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么他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
而艾克曼对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法律学说的评价是：“这种思想路线提供了一个分析结构，使我们
能够对由于采用一个法律规则而不是另一个法律规则的结果而产生的效益的规模和分配，进行理智的
评价。
这种分析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常常揭示出，法律规则的潜在影响可能与推动制定该规则的立法机关或
法院的目标（至少在表面上）大不相同。
所以，只要不把经济学作为唯一的评价原则来误用，而是理智地运用它，就能使学生揭开修辞学的帷
幕，抓住躲在法律问题背后的真正的价值的问题” 。
 　　我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学的刑法，从1993年至今又一直在社科院法学所的刑法室工作，因此本书选
取《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为题，自是逻辑之中。
“刑事一体化”意味着本书不仅仅是研究刑法，还包括与之相关的领域，如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刑
事执行法等。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提倡“刑事（法）一体化”，认为这有利于走出狭隘的视界，促进刑事科学的发
展，笔者深以为然。
本书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尝试运用于上述刑事（法）诸领域，亦有推进刑事（法）一体化研究之旨意
。
　　这样的涵盖面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在纯刑法领域里耕耘的人来说，自然是个挑战。
不仅是挑战，还有一种担心，担心被人指责为“泛泛而谈”。
不过，看看西方一些学者比我这还要“泛泛而谈”的著作，如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考特与
尤伦的《法和经济学》，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等，其涉及面可
谓覆盖法律的各个部门，甚至超出法律本身，却并没有妨碍它们成为名著，这无疑给了我信心和启发
。
看来，研究工作中的“小题大做”和“大题小做”，乃至“大题大做”，应是各有各的价值，不好简
单地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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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　　（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
在中世纪及其以前的刑罚体系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文明的不开化，不需要多少劳动力
，所以死刑与肉刑等身体刑在刑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形成刑罚体系的中心。
同时，由于将罪犯加以放逐，既有效易行，又便宜、省时，所以在当时，放逐也是一种被经常使用的
刑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并且有一定的产品剩余来养活罪犯，同时由于小
镇和村庄发展，将犯人逐出社会之外的方法也就不可行，肉刑、死刑便大幅度减少，放逐也被淘汰，
代之以自由刑。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自由刑成为一种颇受欢迎的刑罚方式。
而自由刑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发展的，因为“奴役作为一种刑罚方法
设定社会处在将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合而为一的位置上。
在生产力发展到劳动力能够生产出相当的剩余产品水平之前，奴隶是无法组织成有效的劳动力的。
到劳动力也要求作为商品交换时，再将雇佣奴役犯人或限制劳动力作为一种刑罚方式，在经济上就不
可能了。
”由此可见，“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劳役成为颇受欢迎的刑罚方式。
”“市场经济的产生促进了监禁的发展”。
该学者甚至认为：“无论是采用什么形式的刑罚，它们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并总是促进
资本主义的发展。
”虽然这种经济决定论容易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偏见”中也确有深刻之处。
我国学者蔡枢衡在对中国刑罚体系重点的转移作出考察后也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上也经历
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罚为中
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四个刑罚体系，确凿地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
所有制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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