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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司法事业的生命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法治进程向纵深推进，人民群众的
法治意识日益提高，对刑事司法公正的关注程度和要求愈来愈高。
不仅要求准确、及时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还期待充分有效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定罪公正，还要
求量刑公正；不仅要求庭审程序的公开、透明，还期待对庭审程序的充分参与。
与日益高涨的规范量刑的呼声相应的是，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对量刑改革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大胆
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大潮流下，最高人民法院将“制定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
的量刑程序”作为《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的重要内容，并开始对量刑规范
化改革进行实质性的调研论证。
在深入调研论证，深刻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2006年7月起草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稿和《量刑
程序指南》稿，并先后十易其稿，不断修改完善，为量刑规范化顺利推进，并最终在全国法院全面试
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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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央确定的重大司法改革项目，有关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两个文件《人民法院量刑指
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将从2010年10月1日开始
在全国试行。
《量刑规范化改革：〈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理解与适用》一书即由承担上述文件起草、修改工作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组织编写，以帮
助各级法院法官正确理解和适用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文件，也便于社会各界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内
容。
     本书既是对前期试点经验及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今后进一步探索、完善的起点，对司法实务界实
施上述两个文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对理论界进一步研究量刑规范化改革也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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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抢劫犯罪情节严重的，可以根据抢劫手段适当增加刑罚量《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可以根据抢劫犯罪
手段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这里所说的作为犯罪构成事实的抢劫手段，我们认为应当限于刑法条文列举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持
枪抢劫等手段。
在犯罪行为具有多种加重情节，并依其他加重情节作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确定量刑起点时，上述抢劫
手段即应作为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如四川地区的实施细则中这样体现：每增加一个法定加重情节，可以增加一年六个月到二年确定基准
刑。
至于其他亦可能影响量刑的犯罪手段，适宜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
5.根据抢劫特定财物的社会危害程度，适当增加刑罚量在抢劫犯罪中，犯罪客体所指向的财物，还有
一些特定的财物。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以毒品、假
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为对象实施抢劫的，以抢劫罪定罪。
这些违禁品虽没有合法的价值，但它在非法流通过程中具有非法价值，为了维护一定的秩序，抢劫这
些财物的，也应当按照抢劫罪处理。
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对于抢劫违禁品的，并不以其财产价值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是以这种违禁品
本身的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由于此类案件数量相对较少，量刑指导意见及各省细则均未对此情形增加刑罚量的方式进行细化，但
实践中若遇到此类案例，法官通过裁量加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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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最高人民法院熊选国副院长担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高憬
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担任副主编。
全书由主编、副主编分别审定。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陈学勇、黄应生，最高人
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玉萍，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助理张向东、周铭芳、李占梅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周歆佳，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余茂玉，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官文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吴万江、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谭勇、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黄冬阳
、王绮、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周正青、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人民法院郑晓丽、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袁涛、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余行飞、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肖波、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吴晓蓉、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张熙杰等法
官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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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两高三部"理解与适用》编辑推荐：量刑规范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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