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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初版于1987年问世，执笔的目的是将我国当时实施的刑事政策，放在刑事司法的整体动向当中，
扩大视野，并尽可能客观、系统地加以叙述。
在新司法考试制度以前，“刑事政策”一直是司法考试的选择科目当中的一项，而且选择“刑事政策
”的考生也不少，因此，编写考试用的基本书也成为当时的追求。
之后，在1990年，随着洗钱行为的犯罪化和监狱的民营化，外加电子监视系统的引入，因此，对本书
进行了一些修改。
1992年4月，为了与罚金刑的提高、麻药新法以及暴力团对策法的出台相匹配，出版了本书的“第2版
改订版”。
之后，重点修改了来日外国人犯罪以及女子犯罪部分，并作为本书的第3版于1994年付梓。
1996年，随着刑法典现代用语化所伴随的刑法修改、精神保健法的修改、作为《改造紧急保护法》之
替代的《改造保护事业法》的通过以及《犯罪人预防改造法》的大幅度修改，便出版了增加了上述内
容的本书的第4版。
这样，本书出版之后，几乎是每两年半就要修改一次，但是，之后的十多年间，我由于担任了学校法
人同志社的理事长，无暇再对本书进行修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现在，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经告一段落，以旧版为基础的修补已经迫切地面临着全面修订，出于
这种考虑，我就着手开始了本书新版的撰写。
写作“新版”的宗旨，和本书所附的旧版序言当中所说的一样，也是客观、系统地介绍当今的刑事政
策。
但是，近年来，日本的刑事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司法制度改革的浪潮当中，日本的刑事司
法制度也在进行巨大的变革，正处在刑事政策的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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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大谷实教授的最近倾心之作，他从直接参与并主导日本近十年来刑事立
法的亲身经历出发来阐述日本最新的刑事政策动向。
本书从刑法学者的角度，从刑法学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具有解释学色彩的刑事政策论。
　　本书从应用的角度来研究刑事政策，与传统刑事政策的研究偏重于犯罪原因的立场不同，《刑事
政策学(新版)》重点论述了犯罪对策和各种犯罪人及犯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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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谷实，1934年生于日本茨城县，1957年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法律系，以后在该校大学
院法学研究科学习，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担任同志社大学教授。
曾任日本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委员（2001-2005年），司法考试考查委员（1982-1995年），日本学术会议
会员（1991-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政策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刑事政策的基础　第一章 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学　　第一节 刑事政策的概念　　　一、刑事
政策的意义　　　二、刑事政策学的观念　　　三、刑事政策学的特征　　第二节 刑事政策的历史发
展　　　一、刑事政策的萌芽期　　　二、启蒙思想和刑事政策　　　三、科学主义的兴起　　　四
、我国的展开　　第三节 刑事政策的方法　　　一、刑事政策方法的意义　　　二、刑事政策的诸原
理　　第四节 犯罪的动向　　　一、概说　　　二、安全神话的破灭　第二章 犯罪及犯罪现象　　
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　　　一、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　　　二、实质犯罪的内容　　第二节 犯罪现象
和犯罪统计　　　一、犯罪现象　　　二、犯罪统计　　第三节 犯罪及犯罪人的分类　　　一、犯罪
分类的意义　　　二、刑法学的分类　　　三、以动机、形态为基准的分类　　　四、《犯罪白皮书
》和《警察白皮书》的分类　　　五、犯罪人分类的意义　第三章 犯罪原因　　第一节 犯罪学的沿
革　　　一、犯罪学形成的背景　　　二、实证主义犯罪原因论的登场　　第二节 犯罪学的现代展开
　　　一、从犯罪人类学到犯罪生物学　　　二、犯罪社会学的理论流派　　　三、新见解　　第三
节 犯罪原因　　 第一款动态犯罪观　　　一、素质和环境　　　二、人格的主体性 　　第二款犯罪
的素质原因　　　一、遗传与犯罪　　　二、体型与犯罪　　　三、精神病与犯罪　　　四、年龄与
犯罪     第三款犯罪的环境原因　　　一、概说　　　二、自然环境与犯罪　　　三、社会环境与犯罪
　　　四、个人环境与犯罪第二编 犯罪对策　第一章 犯罪对策的基本观念　　第一节 犯罪防止对策
概论　　　一、犯罪抑制和犯罪预防　　　二、犯罪抑制的形态　　　三、刑事制裁和犯罪对策　　
第二节 意思自由的问题　　　一、决定论和非决定论　　　二、犯罪对策的基础　　　三、犯罪预防
　第二章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　　第一节 犯罪化　　　一、犯罪化的意义　　　二、犯罪化的基准和
形式　　第二节 非犯罪化　　　一、非犯罪化的意义和背景　　　二、无被害人犯罪　　　三、非犯
罪化的类型　　第三节 刑事立法的动向　　　一、修改刑法工作的经过　　　二、全面刑法修改工作
的终结　　　三、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动向　第三章 刑罚、保安处分、保护处分　　第一节 刑罚的意
义和机能　　　一、刑罚理念的对立　　　二、刑罚的意义　　　三、刑罚的机能　　　四、刑罚的
种类　　　五、非刑罚化　　第二节 死刑　　　一、死刑的意义　　　二、死刑存废论　　　三、死
刑问题的对应　　第三节 自由刑　　　一、自由刑的意义和种类　　　二、刑事政策上的意义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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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监狱劳动的目的和机能监狱劳动，既是徒刑的内容，也是和服刑人的改造自新以及顺利重返社会
所必要的改造指导、课程指导并列的矫正处遇的重要一环（《刑事收容设施法》第84条）。
不能否认，监狱劳动具有产生一般预防效果的痛苦的一面，但其主要机能则是矫正教育。
即第一，作为其积极方面，通过监狱劳动，使服刑人养成遵纪守法、勤劳生活的精神（生活指导），
并通过学习职业技能和知识（职业训练），改造服刑人，让其重返社会；第二，作为其消极方面，是
防止因刑事设施中的无所事事的单调生活所引起的身心颓废。
监狱劳动是以实现上述改造服刑人重返社会的效果为目标而实施的，但它还有两种与此相关的附属机
能：一是维护刑事设施中的纪律秩序的机能。
让大量的不从事任何工作的人过拘禁生活，必定会招致其精神颓废，并最终发生监狱暴动等违反纪律
秩序的行为，因此，提供适当劳动，活跃改造事业的气氛，对于维持监狱的纪律秩序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
二是国家经济方面的机能。
监狱劳动如果能产生效益，便明显地是对国家财政作出贡献；同时，又会取得使服刑人掌握职业技术
、到社会上从事工作的间接的经济效果。
这样，监狱劳动在维持纪律秩序及国家经济的两方面均能发挥其机能。
但是，这些机能毕竟是矫正教育所附属的、作为其反射效果而产生的，毫无疑问，不能将其自身作为
监狱劳动的目的。
由此看来，应将监狱劳动作为矫正处遇的基本内容，那种认为监狱劳动不是矫正处遇的一环的见解是
不妥当的。
如果说监狱劳动也是矫正处遇的一环的话，则对不适合该处遇的服刑人应实施其他处遇。
作为行刑设施方，应考虑到服刑人的要求，尽量选择与各种服刑人相适应的劳动种类和内容，按照个
别处遇的理念，让其从事监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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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当代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大谷实教授最新的倾心之作，于2009年4月由日本弘文堂出版公司出版。
译者认为，本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本书体系完整、观点成熟。
本书初版于1987年9月问世，之后历经修改，已经成为日本有关刑事政策的经典之作。
按照日本有关刑事政策著作的传统体例，本书也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刑事政策的基础，第二编为犯罪
对策，第三编为各种犯罪人及其处遇。
但是，和传统刑事政策的研究偏重于犯罪原因的立场不同，本书从历来的犯罪原因论均限于假说，难
以验证的立场出发，重点论述了犯罪对策和各种犯罪人与犯罪的问题。
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二是从刑法学者的角度来研究刑事政策。
从日本历来的情况看，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主要是由研究犯罪原因或者犯罪对策即刑罚学的学者来
进行，因此，有关刑事政策的研究未免和刑法解释及其应用有脱节之嫌。
但是，本书作者大谷实教授以研究刑法本体特别是以刑法解释而见长。
本书当中，他从“犯罪防止对策和人权紧密相关，并不得不以法律对策为中心，因而必须由法律学者
特别是刑法学者对其加以推进”的角度出发，展开了自己独特的刑事政策论。
这一点，只要看看本书当中有关犯罪以及犯罪现象（第一编第二章），犯罪对策的基本观念（第二编
第一章），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第二编第二章），刑罚、保安处分、保护处分（第二编第三章）以及
各种犯罪人及其处遇（第三编）的有关内容，就能深刻地理解本书与其他类似著作的微妙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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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政策学(新版)》：法学译丛·刑法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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