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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免责是刑法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
然而，就目前看来，囿于学术传统与体系特点，我国学术界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根基性意义的重大问题
远未抱以足够的重视，甚至对于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也讨论甚少。
对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探索的犯罪论体系构建工作来说，这样一种研究状况亟待扭转。
有鉴于此，本书试图从免责的概念、根据、内部体系以及功能四个方面就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
论，以期为我国的刑法体系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准备。

导言部分从目前我国犯罪论体系中存在的种种概念混淆与体系缺陷入手，对目前我国学者在这一问题
上的观点进行归纳与分析，从而引出免责作为一项体系要素与刑法制度对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问题。

第一章通过比较刑法研究，考察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各国刑法对免责问题的相关规定，并以此为鉴
，立足于我国目前犯罪论体系与刑法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免责的含义进行了界定。
即免责是指已符合所有犯罪事实要件且在实质上与整体法秩序相冲突的不法行为的行为人，基于某些
特殊的原因，而被不同程度地免除罪责，从而被减轻或者免除刑罚。
免责以行为构成不法，且行为人具有罪责为前提，作为一项实体法制度，它是对罪责的不同程度的减
免，从而从本质上区别于程序法上的出罪。
同时，基于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分析，认为免责是宽恕精神在刑法中的体现，是刑事法治背景下的理
性宽恕。

在第二章对免责根据的考察中，本书首先对传统的免责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研究与评价，继
而选定探索新的免责根据理论所应遵循的理论方向——刑罚目的，作为体系的起点，刑罚目的可以较
好地避免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的规范性缺陷，同时能够提供免责所需的价值补充空间。
最后，通过对刑罚目的理论的分析得出结论：在刑事法治的框架下，免责的根据应该为预防必要性。

第三章“免责的内部体系”是对免责作为一项刑法制度的具体表现方式的分析。
从免责的根据以及免责所处的体系位置出发，这一部分不完全地列举了免责的三种重要类型，即“因
保护基本权利的免责”、“因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免责”、“因犯罪打击策略而免责”，并对每一类型
所对应的一些免责事由或免责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对免责功能的考察。
从体系性的角度来说，免责可以弥补和矫正我国犯罪构成固有的结构缺损，从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
机制的角度来说，免责具有鲜明的刑事政策价值，它呼应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这一重大刑事法治趋势
，实现了现代刑事政策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这一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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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一种对侵害的反应策略，它能够最有效地建立起对侵害者的威慑。
相对于报复，宽恕则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的加工物，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超越本能的各种理性
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被坚实地确立之后产生的。
借用进化论的逻辑，我们不免要问，这样的一种“后天”情感的产生对于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以至
于历经千年而绵延至今呢？
　　首先，宽恕产生于人类对于报复循环的自发控制。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虽然能够将个体的防御效能最大化，但其必然结果往往是“冤冤相报”。
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那些不能够摆脱对他们的敌人怨恨情绪的人，也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内埋下了
被痛恨的种子”。
这种报复往往难以严格以前次侵害为标准，而一旦某一次报复的激情失控，则最终结果不免两败俱伤
甚至同归于尽，这显然是不利于生存的。
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之时，自然选择必然转而肯定那些对报复的激情予以一定的控制和压抑的行为模
式。
最初，这种控制和压抑——即对报复权的放弃——基本是自发的，而当国家和法律出现之后，这种控
制和压抑就获得了更大的鼓励和保证——国家来代替个人对侵害的报复，这种公力报复不仅具有个人
所无法比拟的强制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报复模式有助于——至少是被期望有助于——最大限度
地减少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侵害行为。
然而，交易是公平的，人们在将报复的权利交由国家代为行使之时，同时交出的还有对于哪种侵害采
取报复措施的选择权，这时，对于那些不在法律规定惩处范围之内的侵害——往往是那些在国家看来
并不严重，因此不值得动用国家机器作出反应的侵害行为——行为人必须选择放弃报复的权利而宽恕
（哪怕是被迫的）侵害人，因为私力报复的结果就是报复人自身随之成为法律惩处的对象。
　　其次，宽恕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类的唯一行为根据就是本能——被稳定传袭下来的行
为模式必定是那种最有利于增加个体的存活概率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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