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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由马克昌所著，从历史演进、现实司法、域外经验等多个层面对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内容涉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定位、内涵、运用等各个主要方面。
《中国法学文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认为，宽严相济在我国法律文化上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我
国现阶段之所以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对“严打”刑事政策
的理性反思以及与国外“两极化
”刑事政策相协调的需要。
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以为，刑事政策根据其指导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
政策、刑事执行政策。
宽严相济对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它也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执行，因而也是刑事
立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
刑事政策根据其所处层次的不同，可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
、死刑政策、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等则是具体刑事政策，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
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可归结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
时。
运用这一政策，切忌不能只关注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结合，并且
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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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与刑法相比，刑事政策还具有灵活性的特征，这是由上述各种特征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法律一经制定，在时间上就要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连贯性，刑事法律规范尤其如此。
因为法律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一种行为规范，人们只有明白了哪些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哪些
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才能按照法律的规定，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
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变化无常，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就无所适从，这样，法律就不能起到规范人们的行
为，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
所以，尽管法律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随之作出某些修改和调整。
但是，从整体上说，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应当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
　　然而，相对于刑法而言，作为政策之一的刑事政策却具有灵活性的特征。
这是因为，刑事政策的制定不需经过严格定式化的程序，它本身不具有法律规范性的特征，刑事政策
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根据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而制定出来的，在时间上它具有随时性
、应时性特征。
尽管刑事政策也不能朝令夕改，变化无常。
　　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社会状况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具有随时性、应时性特征的刑事政策就
比刑法更显出其灵活性的特点。
在立法上，具有上述特征的刑事政策往往正是促使某种刑事法律规范产生的雏形；而在司法上，刑事
政策也往往能够提供根据法律规定而作出某种司法解释的标准，而这正好可以弥补某些情况下，立法
滞后于社会条件变化之不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刑事政策提供某种司法解释的标准，并不是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法律规
定的内容任意加以解释，也不是说刑事政策可以取代现行的法律规定。
而是说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人们在解释现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时所依据的一定的
价值判断标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而实际上这种价值判断标准往往正是由刑事政策或其他社会政策所
提供的。
在现行法律规定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一致时，司法解释不能超出法律现行规定的范围；而在现行法律
规定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冲突时，这种冲突就有待于通过立法来解决；在此之前，还是应当以现行法
律的规定为依据。
　　（二）我国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指导作用　　1.我国刑事政策对刑事立
法的指导作用。
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起的指导作用表现为，刑法的制定或修改，总是以一定的刑事政策为依据的。
进一步分析，表现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刑事立法以刑事政策总的精神为指导，在刑事法律规
定中贯穿和体现刑事政策的精神。
例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的，贯穿于该刑法
始终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就是由不同条文的规定体现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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