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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与读者见面的《清末民初罪犯作业研究》这本著作，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认真
修改而写成的。
作者高艳，在读我的博士研究生之前，曾在警官学校任教，接触过一些相关的学科知识，讲授过监狱
管理方面的课程，并进行过一些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使之具有研究该项课题的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资
料积累。
　　尽管作者有一些相关的经历，但要对清末民初的罪犯作业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仍然是有许多难处的
。
一是该项研究的内容，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很少涉及，在法律界的有关研究中可能有少量的、片段的
涉及，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将罪犯作业制度的产生发展与近代历史进程相结合，对此作系统的考察，
则尚属首创，无前例可供借鉴。
二是在理论方法上，除了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之外，还需要有监狱学、监狱经济学等专门知识。
三是在资料上，由于前人研究的缺乏，资料积累极少，需要从各种文献、报刊、档案中细心收集。
对于这样的一个研究课题，作为导师的我，可谓是知之甚少，不能给予具体的指导，只是依靠作者自
己的刻苦学习和研究才得以完成。
　　所谓罪犯作业，也就是由监狱实施的改造罪犯的劳动，既牵涉法律制度和监狱制度方面的问题，
也牵涉经济方面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对罪犯作业的历史进行研究，也是一项法制史和经济史的交叉研究，说得再专业一点，也
就是监狱经济史的研究。
因此，研究罪犯作业，不仅需要考察法律制度、监狱制度的变革和罪犯作业的基本状况，也要从经济
学的角度来分析罪犯作业的经费来源和投入、劳动力结构、产品处置途径和劳动收益等问题。
对于这些需要考察和分析的问题，该项研究都有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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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初罪犯作业研究》着力挖掘罪犯作业产生的“源”，重点分析促动因素，说明罪犯作业
产生的本土需求、探索、推动与西方影响。
包括：我国传统劳役刑罚行刑效果不理想，为罪犯作业得以创办提供了需求前提；清末地方对罪犯作
业的试办属于本土的探索，表明罪犯作业的产生存在着内部觉醒；随着清末狱制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
深，罪犯作业的创办被赋予“收回治外法权，争取民族独立”的目标，从而也决定了官方对罪犯作业
的大力推行。
清末和民国政府在选取以日本监狱为创办模式的基础上，对日罪犯作业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及制度移植
，表明罪犯作业迅速创办的外部动力。
　　《清末民初罪犯作业研究》详细梳理罪犯作业发展的“流”，重点整理典型资料，说明罪犯作业
发展缓慢的事实。
包括：罪犯习艺所开启了近代监狱罪犯作业的历程，虽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创办了习艺所，但作业规
模并不大；清末模范监狱的试办开创了近代监狱的先河，但创办的总体状况不尽如人意；民国初年的
发展计划勾勒了宏伟蓝图，但计划的完成情况说明了罪犯作业举步维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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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艳，1972年生，黑龙江省绥化市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教于
中国石油大学人文社科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早期现代化、近代中国监狱经济转型。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犯罪与改造研究》、《中国监狱学刊》等刊物发表论
文20余篇，合著《中国监狱史》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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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国时期较大规模罪犯作业的展开，使罪犯作业的研究因实践的需要而有所深入，也恰恰因此，
民国时期对于罪犯作业的研究集中在罪犯作业合理性及如何展开的探讨上。
而且，以西化的作业观为统治域，全面移植西方理论所带来的西化味道弥漫于整个民国时期罪犯作业
的研究中。
这一时期，王元增、孙雄、芮佳瑞、赵琛、林纪东等做了一些研究，都探讨了监狱作业的合理性，并
有作业的实施等基本内容，但这些基本内容多为浅尝辄止。
王元增曾留学日本专修监狱学，并到过欧洲考察各国监狱，历任奉天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京师模范监
狱监狱长等职，对新式监狱的改良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心得，尤其是对罪犯作业及罪犯教诲教育的心
得更为深刻，因京师模范监狱的列邦之观听、各省之楷模”①地位，其心得在当时对全国罪犯作业的
组织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芮佳瑞在《监狱法论》中指出：“监狱者，行使国家刑罚权，自由刑之地也。
”“其作用方法，以作业劳役培养其技能，教诲教育感化其恶性。
运动卫生健康其体格⋯⋯使罪犯复归于良民生活，而有益于社会。
”②林纪东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罪犯作业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对罪犯作业展开方式中的外役作业进行
重点勾画并大力提倡。
他认为，“由监禁戒护，至教化作业，是现代监狱行刑的特征之一”，“作业占着行刑中心的地位”
。
有四方面的原因决定了这一地位：教育不专门指注重于知识的灌输，而极注重于生产教育和劳动服务
，行刑既是一种教育，自然也离不开生产劳动教育；罪犯作业可避免“小人闲居为不善”之弊；开展
罪犯作业适应于当时“财产犯独多，盗窃罪尤占特大的比例”的实情，可收“预防再犯、防卫社会的
目的”；罪犯作业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可以增加社会人力、节省国库开支。
同时，在总结各国外役作业得失的基础上，林纪东详细分析了外役作业的合理性等基本理论。
认为监外作业在教化上的意义“比监内作业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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