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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学》

内容概要

《刑事政策学》主要内容：刑事政策学教科书是以建立刑事政策的学科体系为宗旨的，这表明刑事政
策学在我国的刑事法学科中正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刑事政策学不同于刑法学这样的规范法学，刑法
学是以刑法规范为研究客体的，尽管在犯罪论体系上存在一些理论模式上的选择，但就学科体系而言
，基本上与刑法典存在对应关系，因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刑事政策学则与之不同，刑事政策学具
有超法规的性质，它不受法典的桎梏，其学科体系取决于每个学者对刑事政策的理解，不同理解就会
存在不同的刑事政策学的学科体系，因而可以说是小同大异。在书中，李卫红对各种刑事政策学的理
论体系作了描述，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其中，如何处理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一个关键问题。当然，犯罪学本身也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之分。狭义的犯罪学，是指犯罪原因学
，侧重于揭示犯罪产生的原因，包括宏观的社会原因与微观的个体原因。这个意义上的犯罪学，类似
于诊断学。但广义的犯罪学，除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以外，还包括犯罪对策，例如社会对策与法律对策
，法律对策又可以分为立法对策与司法对策。在这样一个广义的犯罪学体系中，有关刑事政策的内容
往往涵括其间。目前的趋势是刑事政策学逐渐地从犯罪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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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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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政策学的诞生和发展    第三节  全球一体化下的刑事政策学  第三章  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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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      第一节  评析“严打”    第二节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三节  死刑刑事政策    第九章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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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一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应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二节  待犯罪化犯罪的应然微观刑事
政策      第三节  精神病人的应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十二章  德国、日本、美国当代刑事政策概览  美，也
是心中永远的神话（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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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刑事政策学的发展脉络第一节 西方刑事政策学简史一、西方刑事政策的理论演变西方刑事政
策的思想源远流长。但那些只是思想而已。真正作为刑事政策本身内容的是启蒙以后的事情。“从某
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刑事政策并不是一门科学的学科，而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整
个人类社会自它产生之日起就要自发地与威胁整个社会存在的犯罪作斗争。但这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
上的刑事政策，这种最初的反应是本能的、未经分析的，它时而服从于某种神学上的需要，时而服从
于某种神权政治的需要，或突然又服从于赎罪的需要。真正的刑事政策只有在对刑法制度进行反省后
才会产生。也就是说，在启蒙运动时代孟德斯鸠、贝卡利亚、英国的边沁或德国的费尔巴哈努力使反
犯罪斗争理性化以后才产生。”存在决定意识，而只有人的意识才滋生观念、创造制度。笔者认为可
以将刑事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报应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目的主义阶段和人道主义阶段。因为
实证主义阶段的理论基础、基本观点及代表人物并不能包容目的主义阶段刑事政策的所有内容，后者
是对前者的批判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刑事政策的研究层面。（一）报应主义阶段刑事政策概
览即使在今天，刑罚依然是刑事政策的主要内容。当然历史的发展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刑事政策仅仅局
限在刑法范畴，因为人类刚刚走出“困惑”与“迷茫”，摆脱神学的束缚相对回归人本身。启蒙思想
家们针对中世纪刑法的干涉性、恣意性、身份性、残酷性而论证国家权力源于人民，从而达到限制国
家权力、实现国家刑法的补充性、法定性、平等性与人道性的目的。1．理论基础刑事古典学派以社
会契约论、自然法理论为思想基础，具体表现为否定封建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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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歌词中说：万世沧桑，唯有爱是心中永远的神话。其实，美，也是心中永远的神话，甚至包括了爱。
天地鸿蒙，混沌未开。生命在无边的黑暗里孕育，直到亚当、夏娃从天而降落入凡间，人类绵延开来
，穿越天地万物。从此，美，有了承载的主体。自然的野性气质成就了它的自由自在。大气磅礴或静
若处子的山峦、回旋翻转或浩荡奔腾的江河、烟波浩瀚或波澜如潮的湖海、莹透碧绿或果实累累的林
地，只有人的眼神可流露出欣赏与赞叹；高大挺拔的迎客松、珠圆玉润的鹅卵石、似开不开的雨中荷
、待香未香的园中花，只有人才可赋予其心魂；更有那风的清淡、雪的灵性、天空的广阔、大地的凝
重。除了人，还有谁可赋予其中意象？个人的生存时空决定了出类拔萃者无法更替的风华绝代。人类
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而个体生命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起点与终点咫尺之遥。但这一过程却如燃烧
的火焰，又如倾泼的赤橙黄绿，缤纷耀眼，精彩纷呈。青年喷雪进珠后的自傲轻狂，中年跌宕起伏后
的淡定和缓，老年宽敞开阔后的清明恬静，明媚而纯粹，分秒却永恒。一张张浊尘不染、清爽高贵、
大智谦逊、大才无华、大气宽厚的脸，即便是物质之上的精神冥想，方寸的惬意，也永无止境。除了
人，还有谁可言个中滋味？还有那异性间的春光融融、秋波澹澹。一低头的娇羞温柔蕴藏着朱古力般
难化浓情，旋转乾坤的有力臂膀炫耀着至高无上，任凭天崩地裂，平凡质朴地化作清新无香、双栖双
飞、入骨入髓的震魄销魂，一如轻风掠过，一如电闪雷鸣。到后来，一件件红尘往事经过时间老人的
打磨变得光泽圆润。爱已成为寂寞中的温情，虽然彼此之间依然在交换生命，却已无欲无求，以至从
容不迫地完成了无遗憾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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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政策学》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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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学》

精彩短评

1、封面的设计相当完美，如同他的内容一样
2、此书稀有，一书难求，终得爱不释手
3、包装不可以吧，书是教材，也可以
4、编辑很用心，佳作设计也很专业，精品
5、学校刑法专业必备书！顶
6、书是很好的，现在用着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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