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缓刑制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缓刑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11096682

10位ISBN编号：7811096684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时间：人民公安大学

作者：吴声

页数：2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缓刑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中外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从与缓刑相关的刑事法律关系以及缓刑的价值和功能等角度对
缓刑制度的合理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在对我国缓刑适用现状及其原因实证分析，总结司法实践中存
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实体法制度、程序法制度和考察制度三个方面。
对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和司法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结构合理，资料详实，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
　　众所周知，缓刑制度产生于19世纪中期，且广泛适用于罪行轻微的罪犯，是公认的合理而富有成
效的刑罚制度。
当代法制发达国家其缓刑制度立法亦比较完善，司法适用也较为普遍。
相比较而言，我国缓刑制度立法起步较晚，虽有所发展但仍相对滞后，司法适用也不尽如人意。
    笔者在中级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已20余载，担任副院长并主持审判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也近10
年。
在长期的刑事审判实践中所经历的许多案件常令笔者困惑：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是
经过“严打”并被予以重刑处罚过的犯罪分子?为什么这些人经过监狱的劳动改造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
报复社会?为什么他们会从最初的单打独行地盗窃、寻衅滋事，发展到后来有组织地结伙抢劫、绑架、
杀人?为什么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刑等相对较轻、重新犯罪率低且节省司法资源的处
罚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被采用?诸如此类问题常使笔者沉于思索之中。
    笔者在攻读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时，有幸得到导师高铭暄教授悉心指导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各位教
授的辛勤培育。
系统的专业学习使笔者刑事审判的思路及视野更加开阔，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更加密切。
更为重要的是，高教授的“刑罚轻缓化”等理论令人茅塞顿开。
教育刑、刑罚个别化、刑罚社会化等现代刑事法律思想让笔者对刑事司法理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严打”，惩戒，刑罚，并不是解决刑事犯罪问题的唯一手段；预防，矫正，非刑罚措施等更应该引
起高度重视，笔者由此对缓刑制度，尤其是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发展与适用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学习研究中，笔者欣喜地看到一些基层法院正在进行缓刑裁量程序方面的试验性探索，社区矫正
制度也正在逐步推行，我国缓刑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这些新景况让笔者宽慰。
与此同时，笔者又为有关法律规定滞后造成缓刑适用障碍倍感焦虑：刑法规定了缓刑制度，但有关规
定满足不了司法实践的需要，程序法中亦没有任何保障性规定，强制措施、裁判程序、考察制度中很
多内容规定不到位或者与缓刑的正确裁判存在冲突。
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缓刑在我国不能得到很好地适用，也给国家司法资源、罪犯矫正、人权
保护等方面都带来了不良影响。
令人振奋的是，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历史任务提出来；中共中央政
法委书记罗干同志于2005年12月5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特别提到要运用好“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适当地多适用一些缓刑等非监禁刑，以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可以说，缓刑制度已经越来越为权力部门所重视。
    当前，刑法理论界对缓刑制度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在对其法律性质的理解方面，仍然存
在很大的理论争议和思维局限性。
许多学者未能将缓刑作为包容了实体法、程序法、考察制度等内容的综合性刑事制度来进行全面的研
究，缓刑制度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
更系统的探讨。
笔者真诚地希望拙作能引发更多专家学者和司法同仁对缓刑制度给予更多关注和更深入研究，从而完
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本书重点研究缓刑的法律性质、缓刑类型和缓刑适用条件等缓刑实体法制度，更在调研我国缓刑适
用现状的基础上，就司法实践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缓刑程序问题和缓刑考察制度问题进行探讨。
因此，笔者的研究内容并不囿于理论方面，而更多地注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探索层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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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和实证分析。
为了确保信息的可信度和适用性，笔者不仅在自己工作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开展专
题调研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数据，而且尽可能地收集了现有公开发布的统计分析资料。
 　　本书开篇以缓刑制度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从犯罪原因、矫正可能性、国家与罪犯之间的刑事法
律关系以及缓刑的价值和功能等角度对缓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笔者认为，犯罪的存在既是个人意志选择的结果，又是个体、自然、社会等客观方面原因所致，对待
犯罪人应该针对不同的主客观原因、不同的犯罪心理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惩戒和矫正。
个人意志的选择来源于犯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犯罪心理结构，要从根本上遏制犯罪人的再犯可
能性就必须消除其犯罪心理结构。
对于人身危险性小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进行矫正无疑更加科学、合理，这是缓刑
制度存在的重要价值和功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告诉我们，国家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既对社会缺陷和犯罪人个人恶性的形成有着一
定的责任，又对社会正义及秩序的维护存在着保护和恢复的责任，因此国家既有惩罚犯罪人的义务，
又有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结构的义务。
而从罪犯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来说，则罪犯既有接受国家对其惩戒的责任，也有接受国家对其犯罪心
理结构进行矫正的责任，他所承担的这种责任也就是刑事责任，因此刑事责任的实质就表现为国家与
犯罪人因其犯罪所产生的刑事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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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先后在国内报刊、杂志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两次应邀出席国际刑法学大会并在会上宣读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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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观察模式”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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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研究现状　　缓刑制度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研究缓刑制度并在各类期刊、报纸、重要会议上公开发表的各类论文不少于800
余篇，另有至少l8篇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和一本研究我国缓刑制度理论与实务问题的专著（不包括
由左坚卫的博士论文《缓刑制度比较研究》出版的专著）。
自2002年以来，有近400余篇各类论文和13篇硕士论文以及一篇博士论文发表，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
包含了缓刑制度的方方面面。
从如何适用我国刑法有关缓刑实体法的规定到如何完善缓刑考察制度，从探讨缓刑实务问题到研究缓
刑的价值和理论基础，从推广新的缓刑执行方法到探索合理的缓刑裁判方式，以及中外缓刑制度的比
较研究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涉及。
正是这些研究成果，将我国缓刑制度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司法实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笔者注意到，由于立法将缓刑制度仅在刑事实体法中加以规定的局限性，很多注重缓刑制度理
论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将缓刑制度作为一个包容了实体法、程序法、考察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性刑事法律
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亦没有在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司法现状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
探讨，因而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的需要相差甚远。
而一些注重缓刑实务探讨的文章大多出自于司法实务部门，其研究方向往往注重于对缓刑适用的经验
总结以及缓刑裁判和考察制度的探讨，因其理论知识的薄弱，而难以将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或改革探
索加以理论深化和提高。
这种研究群体和研究方向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缓刑制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需要的严重脱节。
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并有感于我国缓刑制度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笔者在
导师高铭暄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最终选择缓刑制度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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