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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设五个栏目，共载24篇学术论文。
    本书“基本理论”栏目收录了8篇论文。
其中，卢建平教授撰写的“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一文通过对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状况的历时性考
察，指出：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基本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成就斐然，特色明显，问题也非常突出
。
总结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对于进一步繁荣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科学指导刑
事政策实践，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意义重大。
吴宗宪教授撰写的“中国犯罪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一文分四个阶段对我国犯罪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进行
了梳理，并对每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和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综述。
李卫红副教授的“从伪命题到真命题”一文循由证伪到证实的思路，分析了关于刑事政策概念的各种
不同界定和理解，对刑事政策概念进行了新的解读。
叶希善博士的“最广义刑事政策概念的合理性论证”一文对欧洲和中国刑事政策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
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指出最广义刑事政策概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并对最广义刑事政策概念的
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刘仁文研究员的论文立足于经济学分析，研究了刑事司法从“广场化”模式到“剧场化”模式的演进
及其意义。
袁彬博士的论文阐述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发展背景及其指导下的西方立法与司法实践，探讨了其
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蔡桂生的论文从民间社会的角度，对基层轻微犯罪刑事政策进行了研究。
彭新林的论文对江泽民同志的刑事政策思想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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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本理论　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　中国犯罪心理学的历史发展　从伪命题到真命题——刑事政策
新解　最广义刑事政策概念的合理性论证　从“广场化”到“剧场化”的刑事司法    ——一个立足经
济学的分析　“两极化”刑事政策及其借鉴　基层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尤其从民间社会的角
度　江泽民同志刑事政策思想研究热点关注　宽严相济的犯罪体系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侵犯商
业秘密罪的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理性刑罚观　宽严相济视域下的我国刑事立案制度之重
构　不起诉权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博弈分析专题研讨　恢复性司法之若干问题研究　恢复性司法在我
国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以刑事诉讼与法律监督为视角　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刑
事和解制度本土化的设计与践行　　——以检察机关的审查公诉活动为重点考察背景实务论坛  我国
检察职权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考察及制度构建政策与实践　反恐立法的刑事政策
选择　跨国有组织犯罪：现状、问题与应对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检察工作　和谐社会语境下宽
严相济在反贪工作中的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下的法律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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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应避免造成新的对立在恢复性司法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因被害人之损害乃犯罪人之行为造成，
被害人在与犯罪人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得理不饶人，漫天要价的现象。
这一方面折射出被害人对犯罪人的仇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想乘机大捞一笔的人性弱点，被害人的
这种心态极易导致犯罪人与被害人产生新的对立情绪。
故司法机关有责任从法律与事实的角度对被害人加以引导，让其回到理性思维的轨道上来，以期被害
人的赔偿请求在犯罪人的承受能力之内。
这一方面有力地惩罚了犯罪人，让其感到其犯罪行为于之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亦有效地弥补了被害人
因犯罪人之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三）应避免强权的干预如前所述，恢复性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契约自由的体现，契约的本质就是自
由，当事各方在不受任何强权干涉的情况下，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进行一定的作为与不作为。
权力的本质是支配，权力行使的对象只有服从的命运。
恢复性司法之价值根基就在于将契约自由的精神引入了刑事诉讼的过程中。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甚至消退。
如果让强权任意进入这一领域，那么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就根本无从实现，代之以起的便是报复性司法
的回归。
①所以，笔者认为，避免强权的进入乃恢复性司法建构之题中应有之意。
（四）应避免决定权僭越笔者认为，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否采取恢复性司法的决定权大多在检察机
关与审判机关。
而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犯罪人决定采取恢复性司法的前提基础应是犯罪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该行
为折射出的人身危险性。
检察机关只能对轻微的刑事案件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而审判机关不但可以对轻微的刑事案件决定是
否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而且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亦可以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的形式决定是否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与报复性司法措施的并用。
②公安机关在某些情况下，对部分刑事案件具有决定是否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的权力，但在这一具体
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必须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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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师刑事政策评论(第2卷)》凸显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风格，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和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合作编辑出版，并由卢建平、徐汉明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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