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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刑法解释基本原理研究应当特别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刑法机能与刑法解释基本原理
1.刑法机能概述 一般而言，刑法的机能可分成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护机能两种，也即对于每个个人
（社会一般人）的法益保护机能，以及保护受裁判者人权的人权保护机能，但是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
的，因为受裁判者本身是社会中的一员，而社会上的任何人也都有可能成为刑事被告。
与此同时，评价机能、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等，作为法益保护机能的另一种表现，可以理解为刑
法在论述逻辑上会产生的必然表现，但是其对于刑法解释仅具有形式意义，而且这些形式机能的内容
将会随着法益保护机能中有关法益内涵的解释而变动，其可伴随着任何刑法主要机能的波动而任意地
变换其内容。
以下试予以简单展开。
 （1）法益保护机能 法益是指受到法律所保障的重要生活利益。
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国民的法益需要保护，作为全体国民的法益也应受到保护。
所谓法益不仅是指物理上的利益，也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如人格或其延伸权益的侵害防止、对形成健
全人格或保全人格的必要条件的侵害防止，均可成为法益。
当然，假若在法律评价上认为社会道德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利益，就可将之纳入法益范畴。
由法益保护机能派生出来的有以下几种机能： ①评价机能：是指对于行为或结果反价值、无价值的判
断，这里并没有明示评价基准，其基准全视被保护法益的内容而定。
 ②规制机能：以命令或禁止规范来表达刑法的评价，标准同评价机能一样。
 ③秩序维持机能：法秩序的维持是保护法益的前提要件，而不是独立的机能。
无秩序，则法益根本无法受到保障，但是这个机能也可能是为了维持社会道德秩序，现存的支配性政
治、经济与社会体制而被主张，比如禁止民众因为对政治体制持有异议而进行的集会游行活动。
 （2）人权保护机能 相对于前者为保障大多数或所有人的法益，人权保障机能侧重保护的是被告的法
益，所以其被称为刑法的大宪章机能。
这个机能之所以被主张的原因在于被告也是社会的一员，其人权也应受到保障，再者刑法往往具有强
烈的政治属性，也是主张人权保障机能的原因之一。
正是这个机能与罪刑法定主义的表里相一致。
 （3）两种刑法机能的冲突与整合 每个人均有可能会成为犯罪人，所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成立及运作
范畴一事，对每个国民而言都有益处，这是两种刑法机能的整合之处。
但是一般而言，对犯罪人也保障其人权的想法，假若因为这个机能的强调而使得法益无法被完全保障
时，两种机能就会直接起冲突。
因为假若为保障法益则愈是应该扩充法益内容，而当法益扩充后，犯罪圈相应扩大，被视为犯罪人的
人也会增加，国家刑罚权随之扩充，此时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将会出现萎缩。
 （4）解决方案 因此，有必要在刑法规范适用的同时推广解决纠纷的其他社会机制，一定程度上适用
修复性司法，只将最严重的问题留给刑法加以解决。
该种想法就产生了关于刑法特质的基本思维，即只是有限度地利用刑法去保障具体的生活利益，这一
点对刑法解释而言具有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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