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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经济性处分研究：以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为视角》在从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的角度，对刑
事法律制度中的经济性处分进行系统的研究。
刑事经济性处分是指刑事司法中干预被追诉人财产权益的处分和手段，主要可分为两个类别：（1）
剥夺财产权的实体性经济处分，指通过确定的刑事判决对犯罪行为人的财产权益予以剥夺，如刑法规
定的财产刑、追缴没收；（2）限制财产权的程序性经济处分，如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的搜查、扣押
、查封冻结处分。
　　刑事经济性处分涉及对被追诉人（犯罪人）财产权的限制与剥夺，经济性处分的采用应当具有刑
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正当性。
从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的角度对刑事经济性处分进行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刑事经济性处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应然层面，程序性经济处分是实体性经济处分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而实体性经济处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程序性经济处分的对象范围与证据条件。
在实然层面，追求实体性经济处分的实现导致了“一揽子”扣押冻结现象，而程序性经济处分的适用
情形也影响着法院判处财产刑的数额。
就实体性经济处分而言，财产刑与追缴没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但在司法实务中也存在着不当转化的
现象。
　　《刑事经济性处分研究：以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为视角》采取刑事一体化的视角，运用历史分析
、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探讨刑事司法中经济性处分的作用机理、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并以
此为基点，考察具体制度中涉及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的突出问题和争议，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完善之
策。
我国司法实务中刑事经济性处分的运行现状及呈现的种种弊端，一方面可归咎于立法的粗疏和救济的
欠缺，另一方面还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特点有关。
我国司法活动的政策实施导向促使公、检、法机关不惜通过扭曲实体和程序规则来达到执行刑事政策
的目的；司法组织的官僚化既符合政策实施的需要，又为实务中刑事经济性处分的变通做法提供了充
分的空间；司法财政的地方化使办案机关对罚没收入享有经济利益，是其滥用财产刑和追缴没收的经
济根源。
要彻底解决刑事经济性处分及相关制度的实施问题，必须对我国司法制度进行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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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没收财产刑具有以下特点： （1）性质上是适用于重罪的附加刑。
籍没适用的罪名是危害封建社会统治的严重犯罪，大多数是危害朝廷政权的罪名，例如谋反、大逆等
国事犯罪，或是危及封建社会的经济稳定的少数重大经济犯罪，例如私贩盐铁。
对于危害政权的犯罪，往往处以最为严厉的死刑并附加籍没。
有学者研究辽代籍没法，对《辽史》等书中明确记载的24例籍没刑事案例分析发现，明确记载获罪原
因的有21例。
其中谋反谋叛（包括被诬）10例，谋害重臣4例，发表不同政见3例，盗官物1例，其他3例。
被籍没者所犯之罪多为重罪，犯罪的当事人大多被处以死刑。
籍没所发挥的作用，在于通过剥夺全部财产来威慑犯罪行为人，实现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2）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籍没还被用于聚敛民间财富，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
此时，籍没基本已丧失了刑罚的品性，更加类似于经济上的无偿征收制度。
籍没的这种双重特性，与我国古代法律刑、民不分的特点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经济政策可能同时具有巩固政权之政治目的。
中央政府对豪族富民治罪籍没，既可以削弱其日益膨胀的势力，同时也获得财政上的收益。
 （3）籍没的对象十分宽泛。
在封建社会早期，由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个人所享有的私人财产较少，籍没刑具有较强的身体刑特
点，籍没对象往往为犯罪行为人的家属。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籍没的对象逐渐扩大为家属、奴婢和家产，从而具有典型的
财产刑特征。
 2.20世纪初至1978年建设时期 《大清律例》基本承袭明律，“籍没”依然作为谋反、谋大逆、谋叛等
重罪的附加刑适用。
直到20世纪初清廷被迫进行修律。
1911年，由沈家本主持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第一次废除“籍没”刑，代之以特别没收制度。
中华民国政府和之后的国民党政府基本沿袭了《大清新刑律》的内容。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权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相关立法并未获得很好的实施。
我国l979年《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主要渊源于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刑事法律。
这些刑事法律深受中国古代刑法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恢复了一般没收，
与特别没收并列。
其第39条规定：凡犯反革命罪，除处一定的主刑外，没收其本人的财产一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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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经济性处分研究:以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为视角》采取刑事一体化的视角，运用历史分析、比较
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探讨刑事司法中经济性处分的作用机理、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基
点，考察具体制度中涉及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的突出问题和争议，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完善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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