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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华法律（第1辑）》是一本主要以法学院在读研究生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作者和读
者的刊物。
对读者群和作者群的定位使它更像是我们在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之间搭建的一座桥梁，我们希望有更
多的人从桥上走过并留下他们关注的目光。
　　法学院的研究生在课堂教学和导师的指导下打牢理论基础、提升研究能力的同时，引导他们更多
地关心司法实践，培养法科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责任，是我们必须正视和加以重视的课题。
希望研究生能够在学习阶段不断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水平和解决问题的智慧，正是《光
华法律》所期待的。
　　在司法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司法体制、工作机制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其成为文明进步
的推动力，如何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法治诉求使其成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是每一个司法工作者乃至
决策者正在面对、竭力探索以寻求最佳实现途径的问题。
《光华法律》期冀记录那些在执法办案第一线的实践者思想的火花和探索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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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检察长论坛】运用检察职能服务经济发展的思考当前利益诉求的特征与社会稳控——兼论检察环节
之应对【司法改革】关于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设的思考论我国刑事
再审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试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罚体系的意义与原则【理论探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
之比较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人出庭研究警察盘查措施研究试论车辆无偿出借人的民事责任——以一起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处断为中心制定我国《石油天然气法》之思考从《刑事诉讼法》
第46条看共犯口供的证明力对于非法强拆行为刑事界定的思考刑事检察人性化：价值与适度国有资产
流失与职务犯罪研究政策监管在调控证券市场风险中的作用——以世界金融危机为背景从对辩护权的
保护看刑事司法环境之改善论刑罚目的多元化在量刑中的体现试论犯罪客体——兼谈对“否定论”的
一些再思考完善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法律思考编辑的法律意识【检察实务】金融诈骗犯罪法律适用若
干问题研究刑事证人出庭问题研究涉赃案件罪名问题探究检察机关办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现状和对策分
析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监督的思考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审查逮捕工作中的运用试论如何确
保公诉庭审质量如何完善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运用目标管理体系引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的思考自侦干警做好初查工作应具备的七种能力正确认识监外执行罪犯与犯罪嫌疑人杜绝和减少监外
执行罪犯脱管、漏管基层检察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刍议公安机关捕
后变更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实现路径的思考与剖析在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中发挥检察预防的作用关于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思考当前开展量刑建议存
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法检关系】从基层法院、检察院关系看冲突与默契中的司法权力【
信息化应用建设】大规模信息化建设应用给基层院信息化队伍带来的挑战及对策【案例评析】用被扣
押银行卡的配套存折取走赃款该如何定性铁路运输货物留置权法律问题研究【法警天地】依法履行司
法警察职责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基层检察院司法警察如何严格执行看管任务，确保办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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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国《刑法》均将辨别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
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年龄。
人在幼年时期没有辨别能力，到了成年时期以后，除精神病患者以外，都具有完全的辨别能力。
而处于幼年与成年时期之间的青少年，多数不具备完全的辨别能力。
如何确定这一时期未成年人辨别能力的高低，各国《刑法》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年龄作为判断依据。
各国根据历史、文化、人种、传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程度和犯罪严重程度等来
确定相应刑事责任能力的起点年龄。
进一步讲，辨别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影响着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辨别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低，其反映出来的主观恶性就小，社会危害性也就轻。
因此，世界各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均采取了较之成年人较轻的刑罚。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其人生观、世界观均未形成。
所以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偶然犯罪，因好奇犯罪，冲动性犯罪不占少数。
在这类性质犯罪中，未成年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小，易于纠正。
只要正确引导，加强教育，往往不需要适用与成年人同样的刑罚，而适用较轻缓、更低成本的刑罚就
达到改造的最佳效果；再者，就刑罚本身而言，还存在一些负面的作用。
例如，刑罚从拘束自由、剥夺财产等措施体现出来的惩罚性容易使未成年犯罪人增加对社会、国家的
对立情绪。
而在刑罚行刑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监狱致罪性”（又被称作“交叉感染”，指监狱制度本身
所固有的消极因素以及监狱行刑目的和具体方式所存在的某些矛盾和不合理性对犯罪再生成的影响）
，对未成年人改造和自身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人格异常，与刑罚的目的背
道而驰；第三，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人在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要求对其进行改造时设置符合其心理
、生理特征的刑罚措施，对症下药，达到改造的目的。
　　2.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罚体系，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　　我国现有刑罚体系存在的不足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性刑种的缺失。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态度是：教育、感化、挽救。
而这六字方针主要体现在量刑时一些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和司法程序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措
施上，但是从刑罚措施本身而言并无具体体现。
而教育性刑种的设置对未成年人犯罪来讲无疑是最能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也是对未成
年人最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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