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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待罪犯权利》

内容概要

《理性对待罪犯权利》主要内容包括：监禁现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在这里，会让人深入地思考
人性、思考自由、思考善恶。在罪犯权利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理性对
待罪犯（也包括未决犯）权利在一些为政者和一些社会群体当中仍有相当大的阻碍。《理性对待罪犯
权利》系统全面的研究了罪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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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勇，又名卿定瑜，1970年出生，湖南新化人。1989年9月～1992年6月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原
湖南娄底师专政史系）学习，1992年7月～1997年9月在湖南省娄底市委党校担任教员（其间，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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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西方社会罪犯权利的起源　　现代监禁制度开始于16世纪的中叶至末期，其主要原因是监禁
数量增加、改良思想的传播和宗教思想的影响。自由刑开始取代身体刑和生命刑，使罪犯改恶从善的
思想开始取代报应刑思想，监狱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开始出现。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
，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流浪街头；另一方面，正在兴起
的工业革命急需大批自由劳动者。有关当局收容这些流浪者，组织他们劳动，成立矫正院，最著名的
如1595年建立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矫正院。该院注意对罪犯进行精神感化和职业指导。从17世纪开始，
西方国家自由刑开始步入早期，但他们仍从消极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自由刑。监禁罪犯的目的，一方
面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是为了迫使人们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的“穷人法则”就是
这个时期产生的。它要求监狱罪犯的生活比最穷的贫民窟还要差。苦役劳动是当时监狱的特色。罪犯
常常被驱赶到矿山或筑路工地，身戴镣铐，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这些劳动大多是一些无益的劳动
，纯粹以折磨罪犯为宗旨。　　18世纪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犯罪人数的骤增，监狱
人口大量增加。受制于物质条件，监狱设施得不到同步改善和增加，监狱状况令人惨不忍睹。监舍破
旧阴暗、潮湿，老幼同房，男女同席，瘟疫流行。西方国家监狱的这种黑暗状况，终于在18世纪引发
了一场在监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狱改革运动。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都是这一运动的典型
国家。　　监狱改革运动是与约翰·霍华德、杰米尔·边沁等许多伟大的法学家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他们的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影响对罪犯权利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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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题目改为《服刑人员权利及其保护》可能更合适。“理性”二字体现不多，结构编排是教科书式
的总分则，各章节多为“概念-内容”，读后常有不尽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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