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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为您介绍犯罪立法模式的社会选择、罪犯处遇的理论蕴涵、人性假设与罪犯成因的多维视
角、罪犯处遇的结构和价值构造、罪犯处遇的政策和原则、罪犯处遇的方式定位、处遇实现的控制机
理、刑罚执行的流程设置、罪犯处遇变更的法治规制、刑事执行过程中的检察权配置等十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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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光明，男，汉族，1969年生，河南鹤壁人。
1995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法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法，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立项课题，在
《现代法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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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定性+定量”的犯罪立法模式存在的文化基础　　法治信仰脆弱的心理是由于司法权威
在社会生活的影响微小所致。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风险度逐步增强的结构转型时期，我国刑事犯罪的“定性+定量”模式具有一定
的社会文化基础，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历代社会存在的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惯性。
中国漫长的几千年集权管理机制形成了立法、司法和行政集于同一机构的金字塔式权力运行机制，国
家主权归于君主而非人民，社会成员依附于国家成为其附属物和被管理的对象，没有丝毫的自主权。
国家在解决社会纠纷机制中形成重礼轻法的人治特色，国家地方官员行政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国家
对其忠君爱民的道德要求高于解决纠纷的司法判案专业素养，因此封建社会没有形成独立于行政权力
之外的稳定的法律专业群体。
由于受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成立30年没有刑事法典对犯罪和刑罚的规制，甚至出现砸烂政法
机关的疯狂法制浩劫，致使中华民族文化中本已经脆弱的法治心理又遭受进一步的挫折和打击。
1979年制定第一部刑法典时，司法机关正处于重建和恢复阶段，其角色被定位于倾向惩罚和打击犯罪
。
但人权保障不足的专政机关，其人员大多来源于文化素质不高和法律知识匮乏的军队转业干部，在20
世纪90年代制定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法官和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规定为获得并不局限法律专业
的大专学历文凭，到2001年修订《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时，法官和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规定为
获得并不局限法律专业的本科学历文凭，并且要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才能获得司法人员执业资格
。
由此可见，在1979年和1979年的刑法制定和修订的时期，司法人员与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政治同质性和
专业差别细微性，这就使司法权没有拥有深厚专业知识和强烈服从法律的适用主体，刑事诉讼法重侦
查、轻审判的设计，也没有赋予当事人拥有足够权利和保证运作公正的程序规则以及法官独立的保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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