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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改革研究》，是200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课题编号
：06JA820006）的最终成果形式。
　　任何刑事政策的出台，其直接目的无外乎促成刑事资源合目的的合理配置，以便在既存政治、经
济和文化背景下对犯罪现象作出“有理、有利并有节”的反应。
而一项刑事政策中究竟实际包含了多少科学精神和社会理性去切实引导立法和司法对犯罪现象作出理
性反应，虽受制于一般的社会存在，但无疑更受政治决策者治理社会的意识和治理水平的直接影响。
对任何不抱意识形态或一般文化偏见的人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其包含了对历史经验的合理继承
、对具体国情的冷静判断、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以及对犯罪规律的科学认识，其提出与实施反映了
中国执政党在与犯罪作斗争的目标设定与策略构想方面的理性程度和驾驭反犯罪活动能力的重大提升
。
而这无疑与中国共产党对其自身执政能力的自信息息相关。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在运用政策整合和调动社会资源以实现国家建设和发展目标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其独特的传统和丰
富经验。
具体到刑事政策方面，新中国的刑事政策，因其始终与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联系并切实反
映出不同时期政治领导人对国情和犯罪态势的基本判断以及对犯罪现象的基本认识而具有极其鲜明的
本土特征，并因此呈现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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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语境下，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论根据、时代精神、内在要求及实施
条件的深刻解读，针对刑事司法和立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实现犯罪的良性控制这一超规范视角，
对我国的刑法改革进行了系统探讨。
全书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紧扣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脉络和刑法变革的世界趋势，着力探讨了在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理性司法和良性立法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措施，以期中国刑法回归本位，更好地发
挥其应有的惩恶扬善、增进安宁的作用。
　　刑法作为承载和实现刑事政策价值与目标追求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总是随着刑事政策的发展而不
断调校着自己的变化轨迹。
一部刑法史也就是在科学的反犯罪对策观指导下逐渐走向理性定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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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国家的反犯罪活动对策，是我国新近提出的一项刑事政
策。
这一政策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反犯罪活动的基本主张，是现阶段刑事执法和刑
事立法的灵魂，是党和国家在长期同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是长期
司法和立法经验的科学总结。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与我国先期贯彻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和“严打
”政策之间，无疑存在着历史的承接和扬弃关系。
透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这一政策的基本内涵和时代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数十年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以及宽严相济
三项刑事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时间分隔，而是呈现相互补充、交替进行的关系。
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三项刑事政策的主次地位是有显著差别的。
按照居于主导地位的刑事政策的不同，可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节 实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时期“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是由国内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直接发展而来的。
　　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激烈的阶级对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打击敌对
势力、维护革命势力，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心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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