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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学基础理论》

内容概要

《司法行政系统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教材:监狱学基础理论》是国家法律类高职刑事执
行专业核心主干课程《监狱学基础理论》(或《监狱学原理》)的新编专用教材。为了适应全国政法干
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教学的需要，本次新编的教材除了体现“必需、适用、简洁、规范”等一般
要求外，还结合课程性质和建设实际，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创新，全书通过整理近10年国
内《监狱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积累和吸收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全面更新?《司
法行政系统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教材:监狱学基础理论》由郭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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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学基础理论》

作者简介

郭明，生于1960年10月，浙江一杭州一临平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政法人学“监狱史
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人学法学院“犯罪控制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供职于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并任其刑事司法系主任。主要著述有：《学术转型与话语霞构一一走向监狱学研究的新视域》(独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7)，《中国监狱学史纲》(独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8)，《监狱的隐喻一
一监狱人类学的叙事诠释》(独著，已连载并签约待出)，《?代中国罪犯》(合著，中国政法人学出舨
社，1991．12)，《监狱学基础理论》(主编，金城出版社，2003．7)，《监狱法律法规导读》(主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等，陆续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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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学基础理论》

书籍目录

上编  监狱论第一章  监狱的概念问题第一节  古今中外的监狱现象第二节  监狱现象的认识方法第三节  
监狱的概念及其定义第二章  监狱的本体问题第一节  监狱本体的含义第二节  监狱的结构及其要素第三
节  监狱的功能及其价值第三章  监狱的类型问题第一节  监狱类型的含义第二节  监狱类型的划分第三
节  监狱类型的应用第四章  监狱的制度问题第一节  监狱制度的含义第二节  监狱制度的构成第三节  监
狱制度的应用中编  罪犯论第五章  罪犯的概念问题第一节  古今中外的罪犯现象第二节  罪犯现象的认
识方法第三节  罪犯的概念及其定义第六章  罪犯的人格问题第一节  罪犯人格的含义第二节  罪犯人格
的假设第三节  罪犯人格的异化第七章  罪犯的权利问题第一节  罪犯权利的含义第二节  罪犯权利的构
成第三节  罪犯权利的保护下编  行刑论第八章  行刑的概念问题第一节  古今中外的行刑现象第二节  行
刑现象的认识方法第三节  行刑的概念及其定义第九章  行刑的目的问题第一节  行刑目的的含义第二节
 主要的行刑目的第三节  行刑目的的选择第十章  行刑的原则问题第一节  行刑原则的含义第二节  主要
的行刑原则第三节  行刑原则的运用第十一章  行刑的模式问题第一节  行刑模式的含义第二节  行刑模
式的分类第三节  行刑模式的配置第十二章  行刑的法治问题第一节  行刑法治的含义第二节  行刑的立
法规范第三节  行刑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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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学基础理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比如监狱民警与罪犯之间在刑罚执行中发生的事实关系。而“行刑活动”指的是监狱
行刑中，各种监狱行为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过程。行刑活动侧重的是行为意义上的行刑活动。因
为监狱活动毕竟带有权力性质，很多单方面的行刑行为不宜看作是行刑社会关系。比如监狱对罪犯日
常行为的考核，虽然其结果与减刑密切相关，但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归为监狱的行刑活动。总之，监狱
行刑社会关系以及监狱行刑活动，是从事实层面描述监狱领域的概念，既包括了监狱中存在的人与人
之间的客观社会关系，也包括了监狱运作中单方行为引起的客观事实过程。行刑法治所涉及的以上对
象，正是行刑立法规范予以规制的对象，也正是行刑司法适用所面对的对象。其次，在行刑法治语境
下，监狱主要通过确认机制和调整机制作用于行刑社会关系和行刑活动。“确认”是指对于行刑社会
关系和行刑活动中关系基本行刑价值的事项进行明确的立法肯定和司法认可。在由复杂行刑实践构成
的监狱行刑领域中，确认基本的行刑价值和行刑原则是科学行刑的前提。比如《加拿大矫正与有条件
释放法》开篇就确认了基本的行刑目的和行刑原则，其中第3条规定：“联邦矫正系统的目的是通过
下列手段促进维持一个公正、和平和安全的社会：①通过安全和人道地监管和监督罪犯来执行法院作
出的判决；②通过在监狱和社会提供矫正计划来帮助罪犯重新作为守法公民回归社会。”另外，我国
《监狱法》开篇的几条规定也是对于行刑基本原则的确认，比如第7条中就明确确认了“罪犯的人格
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
不受侵犯”的内容。确认机制的核心在于不主动介入行刑关系和行刑活动中，而只是直接肯定价值、
肯定基本原则和宣告行刑法治的基本要求。因而作为监狱领域默认的行刑手段或者监狱行刑社会关系
中稳定的行为模式，有时也需要确认机制予以规范化，比如我国《监狱法》第19条规定：“罪犯不得
携带子女在监内服刑。”罪犯不能携带子女服刑本来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服刑事实，但通过法
律予以确认就充分体现了行刑法治的运行机制。

Page 5



《监狱学基础理论》

编辑推荐

《监狱学基础理论》：司法行政系统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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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20多页 没什么问题。刚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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