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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死刑，又称为极刑。
极者，登峰造极之谓也。
因此，死刑历来被认为是最严厉的刑罚。
死刑消灭了罪犯的肉体，剥夺了其再犯的能力，不仅是对犯罪者的最严厉惩罚，而且对潜在的犯罪分
子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还对被害者家属具有极强的抚慰效果。
由于死刑所具有的独特而重要的功能，使其长期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倚重，构成了各类刑罚体系
的核心。
　　死刑起源很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萌芽。
随着国家形态的不断完善，死刑及其程序也逐步完善。
在封建专制时期，死刑达到了其巅峰。
客观来讲，死刑对于维护君权统治，进而保障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有其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但是，死刑常常被残忍的统治者滥用，反过来又导致许多残暴统治者的灭亡。
历史上，死刑在治世常常适用较少，而在乱世每每被一再滥用。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①这是古人对于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制度的最高认识。
唐太宗“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中书奏谳，常三覆五覆而后报可，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嗷然与
哀矜慎恤者同符”。
②这是古人慎用死刑的典范。
　　近代以降，随着人权理念的提出，死刑的“德行”受到质疑，死刑的道德基础被严重削弱。
随之出现了限制死刑进而废除死刑的全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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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少杀”、“慎杀”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死刑及死刑程序都在经历和进一步酝酿着重大而深刻的
变化。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二审开庭、死刑案件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构成了死刑程序的重
大变化。
考察死刑的演变，对于理解死刑的现状、预测死刑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内容包括：死刑的历史轨迹；死刑的全球形势；死刑盛衰的原因；新中国死刑整策的演变；新
中国死刑程序的演变；新中国死刑罪名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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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国内因素　　近年来，国内因素在限制死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学界持续的呼吁。
早在“严打”期间，针对死刑罪名的攀升，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与批评。
1997年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征求学者意见，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在会上奋力疾呼，要求大幅度
减少死刑，表达了学者的良知。
①正如王汉斌同志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
指出的那样：“有些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了，主张减少。
这是值得重视的。
”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限制甚至废除死刑的论文和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各类关于死刑的学术交流活
动，包括国际交流活动频繁举行，这对于揭开死刑的神秘面纱、开启民智、引导舆论、建言献策，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冤案、错案的披露。
1984年的被冤杀的魏清安一案，对公检法机关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但由于当时传达的范围只限于
政法系统内部，不为社会大众所知。
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扩展，新闻自由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冤案、疑案被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大
众对于死刑的广泛关注。
透过滕兴善冤杀案，人们认识到了死刑不可挽回的弊端；通过杜培武、李化伟（化名）、余祥林等冤
案，人们认识到了慎杀的价值；通过董伟、聂树斌、邱兴华等疑案，人们更进一步对死刑程序的正义
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
包括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刑讯逼供的遏制问题、律师协助的问题、核准权问题、一审和二审程序的改
革问题、证明标准问题等。
在媒体舆论的强大推动下，近几年我国刑事司法界在前几年对于重案“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判决
）的基础上，“疑罪从无”得到了更多的落实，从而使死刑冤案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由此，也带动了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和死刑程序的改革。
　　再次，对死刑威慑力的反思。
死刑究竟有没有威慑力，以及有多大的威慑力，这是一个很难证实也很难证伪的命题。
在这一问题上，赞成论者和否定论者两派观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难分高下。
赞成论者认为，死刑具有远远大于其他刑罚的威慑力。
否定论者认为，死刑没有高于其他刑罚的特殊威慑力，甚至其威慑力不及终身监禁。
　　笔者认为，死刑作为一种剥夺生命的刑罚，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无疑具有极大的威慑力。
它不仅可以直接消灭犯罪分子的肉体，而且对其他潜在的犯罪分子也是一种震慑。
但是，死刑的威慑力不应当被夸大，尤其是死刑的威慑力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
历史条件下、对于任何人都是能够产生相同作用的。
德国伟大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就认为：“现代刑事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最终达成了这样一
个共识：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
对刑罚的效能必须批判性地进行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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