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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北大出版社的委托，让我主编一套中青年刑法学文库，以展示我国刑法学人在刑法领域取得的
前沿成果。
　　我国现代刑法学研究，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以来，正好历时三十年。
三十而立，不仅对于一个人来说三十岁是事业有成的时候了，而且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三十年也应当迎
来成熟的季节。
可以说，我国刑法理论是伴随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的，是跟随着刑事法治水平的
提升而不断深化的。
在各部门法学科，刑法学科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的一个学科。
以人才而言，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刑法学人老中青三代正好形成了一个学术梯队。
老一辈刑法学人以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储槐植教授等为代表，以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颁布为契机，在我国刑法的学术复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我国的刑法学术在中断了二十多年以后
得以薪传，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现在，老一辈刑法学人均已是古稀、耄耋之年，仍然以一种老骥伏励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为推进我
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而不遗余力发挥余热，其志可嘉。
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作为法制恢复重建以后的第一批法科学生，赶上了法学事业的黄金季节。
以我为例，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建立学位制度以后的第一届硕士生，设立刑法博士点以
后的第一届博士生。
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我们占有天时地利，逐渐成长起来。
以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为标志，我们进入了刑法的学术舞台，逐渐成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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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外有关重新犯罪防治的政策林林总总，如何使其条理化?本书使用“范式”概念对国内外重新犯罪
防治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在借鉴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将重新犯罪防治政策的范式归纳为：威慑范式、矫正范式、
重返社会范式、剥夺范式与综合范式。
    范式不同，政策不同。
威慑范式下的重新犯罪防控政策主要有：“强制量刑”政策；推行“报应”模式政策；制定量，刑准
则政策；真正量刑政策；“从重从快”政策等。
矫正范式下的重新犯罪防控政策主要有矫正政策；矫治需要评估政策；矫治项目政策；矫治项目认证
政策等。
重返社会范式下的重新犯罪防控政策主要有社区刑政策；半监禁刑政策；社区矫正政策；监禁过渡政
策；过渡性帮助政策；司法分流政策；恢复性司法政策；罪犯教育政策；罪犯培训政策等。
剥夺范式下的重新犯罪防控政策主要有危险评估政策；性罪犯登记政策；特别罪犯跟踪政策；“累犯
三次打击法”(Three—strikes Laws)等。
综合范式下的重新犯罪防控政策主要有“宽严相济”政策(中国目前倡导的政策)；“结构性量刑”政
策(美国一些州推行的政策)；“罪犯的一体化管理”政策(英国推行的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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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此，哈佛大学的James Q.Wilson评论道：对待犯罪只有采取矫正的方法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但是
矫正主张证明是失败的，矫正主张在控制累犯方面是无效的。
他认为人们应当追求与完成合理性的事业，而放弃荒唐的尝试，忘记乌托邦的构想。
　　如果说Wilson是从学术角度主张放弃矫正，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主张放弃矫正，则有
政治与法律上的双重意义。
　　自由主义者认为，放弃矫正是因为矫正理论本身存在问题。
第一，矫正主义者认为罪犯是有“病”而入狱是错误的。
罪犯与我们一样有理智、意志，其犯罪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是经过计算认为犯罪利大于弊而犯罪的。
第二，监狱中的好犯人并不意味着出狱后会成为好公民，适应监狱生活与适应社会生活是不同的。
矫正官员所宣称的“不定期刑是矫正罪犯的有利工具”实际是强制罪犯遵守监规的工具。
不定期刑运行的信号很清晰：罪犯服从监狱管理人员的管理。
表现出屈服、害怕的样子，就可以换取假释、早释。
如果罪犯持不同看法，有自己的个性，可能就会继续剥夺自己宝贵的自由，直至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服
从监禁的规则。
第三，矫正主义者有个问题难以解决：从逻辑上说，只有罪犯得到矫正后才能释放，否则不能释放。
如何判断罪犯得到矫正？
如何判断矫正程度？
根据一项研究，人们并不能判断出罪犯是否得到矫正。
David Rosenhan设立了一个精神健康设施，旨在帮助被认为精神不健康者恢复精神健康。
然而在3个月的工作实验后，工作人员们，包括精神病专家、心理学专家，认为10％的所谓病人是装病
。
David Rosenhan的结论是：不能够将精神健全者与不健全者区别开来。
第四，矫正机制违反心理学原则。
由于监狱推行累进处遇制，罪犯接受矫正项目成了尽早出监摆脱痛苦的手段，成了罪犯监狱生活的游
戏。
要知道违背罪犯的意志是不能矫治他们的，只有那些自己想改变生活道路的才能从心理服务所提供的
帮助中受益。
第五，由于监狱的结构原因，矫正主张者的矫正愿望与实际效果是相向的。
他们说，当贵格教徒建立了悔罪所后，自以为为罪犯改造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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