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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 

——治安法[01]立法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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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

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

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关 键 词]：治安法 管理处罚权 扩张 规制 缺陷 

    

    众所周知，我国1997年对刑法的修订中，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原刑法单纯强调刑法的社会

保护功能，转变为既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又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了两种价值取向在刑法

中的高度统一。[02]2005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法》（以下简称《治安法》），也实现了社会管理与人权保障两种价值取向的有机结合。该法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治安条例》）相比，更合乎中国国情，更能适应国家加强社会

治安管理的需要，更符合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

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根据该法，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的配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在比较治

安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治安条例之间警察裁量权之扩张与规制的基础上，旨在探讨如何正确领会新颁布的治

安法之立法精神，使得公安行政执法机关更合法、规范和正当的行使治安管理处罚权。 

    一、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 

    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社会治安面

临的各种问题日趋复杂，1986年9月5日制定的《治安条例》虽经1994年5月12日八届人大常委会之修订，

但仍然存在处罚种类偏少、处罚幅度偏小、罚款数额偏低、调整范围过窄、处罚程序简单、与其他法律不

相协调等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治安管理之需要。为了适应治安管理的现实情况，《治安法》对治

安管理处罚权予以扩张，进一步强化公安机关在管理社会治安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及运用的扩张 

    1.处罚种类的扩张。根据《治安条例》第六条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只有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面

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违法行为，这三种行为不仅难以起到错罚相当的作用，且已远不适应当前及今后

的治安管理需要。《治安法》第十条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和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

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两项处罚种类。这种变化实现了《治安法》与《行政处罚法》、《刑法》等

法律的接轨。表现在：其一，《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比《治安条例》多了没收、责

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执照三种，实际上，公安机关对一些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已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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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处罚，如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处理中吊扣、吊销驾驶执照。《治安法》增加

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这项规定既与《行政处罚法》接轨，也更加适应治安管理实践。其二，根据

《刑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对外国人犯罪可以单独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治安条例》对于外国人却无

相应规定。《治安法》增加了对外国人适用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这两种处罚措施，填补了外国人在我国如

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的空白，扩张了公安机关对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处罚权，不仅使《刑法》与《治安法》

的处罚原则相一致，而且使刑事处罚权与行政处罚权得以衔接。 

    根据《治安条例》第七条之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和查获的违禁品，依照规定退回原主

或者没收，违反治安管理使用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可以依照规定没收。《治安法》第十一条则分两个层次

对此进行了规定，一是对于办理治安管理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

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按照规定处理；二是对

于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追缴退还被侵害人；没有被侵害人的，登记造册，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处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这项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在没有被侵害人的情况下，规定

可以由公安机关登记造册，用拍卖或国家规定的其他的方式进行处理，实际是扩张了公安机关对于违反治

安管理所得财物的处置权。 

    2.处罚运用的扩张。根据《治安条例》第九条之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

管理的，从轻处罚。《治安法》第十二条将之修改为"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

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改变既与《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则相一致，同时规定公安机关

对于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既可以从轻处罚，也可以减轻处罚，扩张了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对于又聋又哑或者盲人，由于生理缺陷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

的，不予处罚。《治安法》第十四条将之修改为"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

轻或者不予处罚"。此立法变动意义有二：第一，公安机关对于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

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既可以对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之原因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又

可以对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不是因生理缺陷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在从轻、减轻和不予处罚之间，视情

自由裁量。第二，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中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的处罚层次相统一，均划分为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不予）处罚三个档次。[03]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

同时处罚主管人员。《治安法》第十八条将之相应改变，增加了对单位的处罚规定，即其他法律、行政法

规对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依照规定处罚。这与《刑法》对单位的处罚原则是一致的，改变了以

往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能处罚其直接责任人，而不能处罚单位的情况，使治安管理处罚更能错

罚相当。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有三种情形可以从轻或免予处罚：一是情节特别轻微的；二是主

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三是由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对此，《治安法》第十九条进行了相应改变，除

保留了《治安条例》第一项和第三项外，将《治安条例》第二项改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

被侵害人谅解的；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同时增加了对有立功表现的人减轻

或免予处罚的规定。撇开从可以从轻或免予处罚向减轻或免予处罚的变化不谈，《治安法》显然扩张了减

轻或者免予处罚的范围，并且与《刑法》关于自首、立功等规定相衔接。 

    根据《治安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对有较严重后果的，胁迫、诱骗他人或者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违

反治安管理的，对检举人、证人打击报复的，屡犯不改的可以从重处罚。《治安法》第二十条将从重处罚

的范围扩大，对教唆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重处罚，不再限于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同时，对于打击报复

行为予以从重处罚的范围也从原限于对检举人、证人，扩展为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治安

法》从重处罚范围的扩大是警察权扩张的典型体现。 

    （二）处罚幅度的扩张 

    《治安条例》对处罚幅度设定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要求，其处罚起点偏轻，处罚额度偏

少，如规定拘留是一日以上，罚款是1元以上，这种起罚点的规定没有实际意义，实践中很少采用，所以

《治安法》对拘留和罚款的适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将起罚点相应提高。 

    1.对拘留权力的扩张。主要分两种情形： 

    一是《治安条例》规定不适用拘留的违法行为，《治安法》规定予以拘留。例如，《治安条例》第二

十一条规定："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二）未经批准、安

装、使用电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三）在车辆、行人通行

的地方施工，对沟井坎穴不设覆盖物、标志、防围的，或者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标志、防围

的。"《治安法》第三十五条则将之改变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于故意污损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损毁公共

场所雕塑，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治安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治安法》

第六十三条将之变更为：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

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是《治安法》增长了拘留的时间。如《治安条例》除了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违反消防管理的第一至第

四项的行为适用十日以下拘留期限外，凡规定可适用拘留的均为十五日以下。在《治安法》中，则按照违



法行为性质、程度等情形，把治安拘留处罚区分为5日以下、5日至10日、10日至15日，同时第十六条规定

了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期限为二十日。这样，有些违法行为的拘留期限就会相应增长。如根据

《治安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

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

下罚款或者警告。而《治安法》第二十三条则将之变更为：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

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从表面上看，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幅

度似乎缩小了，实际上却提高了处罚的严厉程度，使原来有可能处1日至5日的拘留，改为一律5日以上。 

    2.对罚款权力的扩张。罚款权力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提高罚款数额上，在《治安条例》中，"罚款主要

为一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即 "黄、赌、

毒"一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处罚款上限为2000元、3000元或5000元，对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

上限则是200元。《治安法》则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罚款处罚的限额。根据不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

安法》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个处罚标准，对《条例》规定可以处罚5000元、3000元、2000元以下

罚款的几类违法行为，在上限不变的前提下，规定了某些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罚起点为500元。 

    （三）处罚范围的扩张 

    《治安条例》主要有两大缺陷：一是存在"口袋行为"。实践中，不得不把许多行为的处罚归入所谓

的"口袋行为"中，出现了变相的类推原则，如把"同性恋"、"恋物癖"等生理心理的病态现象一律归入"流

氓行为"；在"公共场所"倒卖外烟、乱摆摊点、出版盗版出版物等都认定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等。

二是缺乏对许多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治安条例》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规定了8大类77项，而近二

十年来，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的违法行为出现并大量增加。如制造噪音或

者以其他方式干扰邻里生活的行为，威胁、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以

卖淫为目的的招嫖拉客的行为，投放虚假的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扰乱重大活动期间治安秩序的

行为等。这些新的违法行为的出现，破坏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而现代法治社会要

求违法行为应被有效的约束，社会关系应得到有序的安排，因此，为保障社会秩序，扩张警察的治安管理

处罚权，扩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必需。《治安法》将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归纳为

4大类，增加到110多种。 

    （四）当场处罚权和收缴权的扩张 

    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以警告或者50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

数额超过50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治安法》第一百条则将之相应改变为，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这种改变扩张了公安机关当场处罚权。 

    同时，对于当场收缴的规定，《治安法》也作了相应改变。根据公安部于1989年和1992年分别发布的

关于执行《治安条例》当场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由于当场处罚和当场收缴罚款的关系没有规

定，实践中当场处罚变成了当场交纳罚款。《治安法》中明确了当场处罚与当场收缴罚款之间的关系，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可以当场收缴罚款：一是被处五十元以下罚款，被处罚人对罚款无异议的；二

是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被处罚人向指

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被处罚人提出的；三是被处罚人在当地没有固定住所，不当场收缴事后难

以执行的。 

    二、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规制 

    过度的权力扩张将会使权力失控。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是行政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权是行政权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建立有限政府，规制行政权力，限缩和监督警察权，是从警察国迈向法治国的必然。因为，

任何权力，如果不加控制和制约，就必然会导致滥用，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一条经验

[04]。《治安法》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规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处罚程序的完善 

    从正当程序的视角，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实现的基础，而且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在《治安条

例》中，治安管理的程序规范严重不足，第四章"裁决与执行"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的一些程

序，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的是传

唤、讯问、取证、裁决，但在该规定中，作为治安管理处罚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立案"却没有任何规定。

二是在程序设置上，先讯问后取证的程序排列，也是传统"口供中心主义"的体现，悖于现代执法要求。三

是《治安条例》缺乏告知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告知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行政机关在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在告知程序的设置上《治安条例》显

然滞后于《行政处罚法》，并与之冲突。四是《治安条例》缺乏听证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

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

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程序规制是现代社会调控权力的主要手段,是行政法的核心。《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的原则,

并对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确定了大的方向。《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行政处罚的特别法,针对治安处罚的

特有特征, 对处罚程序的规定设了3节 35条，从立案、调查，到处理、决定，再到执行，新法对治安管理



处罚的每一个环节的行为都有详细的程序规范。如讯问查证的告知程序,较大数额的罚款的处罚的听证程

序,等等,这些规定将有力地规范警察权的行使,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 

    在调查程序中，一是增加了关于"立案"的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二是规定了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第七十九条）；三是规定了保密制度（第八十

条）和回避制度（第八十一条）；四是健全了调查取证制度（第八十二条至第八十六条）；五是完善了对

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的检查、扣押、鉴定制度（第八十七条至第九十条）。 

    在决定程序中，一是设置了证据证明规则，规定对于只有本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作出治安

管理处罚决定（第九十三条）；二是规定了处罚告知程序，规定被处罚人的享有陈述和申辩权利（第九十

四条）；三是增加了听证程序，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两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

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第九十八条）；四是明确了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为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

的，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可延长三十日（第九十九条）。 

    在执行程序中，主要是确立了罚缴分离制度和当场收缴罚款制度（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

一百零六条）；建立健全了担保人和保证金制度（第一百零七条至第一百一十一条）。 

    （二）监督程序的创制 

    《治安条例》没有规定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的执法监督。所以，为了规范公安机关

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治安法》专门增加了执法监督的一章，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

安案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禁止的各项行为。根据《治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

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

察机关检举和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责任及时处理（第一百一十四条）；公安机关及其

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打骂虐待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第一百一十

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治安法》还规定了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如果有刑讯逼供等十一项

违法行为之一的，将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六条）；公安机关

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赔礼道歉，造成损害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治安法》的上述规定，是我国对警察权监督的立法体现。 

    （三）被处罚人权利救济的规范 

    在我国，行政救济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机制。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被裁决受

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可以

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五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

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知，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治安法》取消了复议前置程序，规定当事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

行政诉讼，这使得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渠道更灵活更便利。 

    有人曾言，"近几年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平等的人权

思想。改革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我们逐渐恢复了这个最重要的人的基本权利" 。[05]所以，我们还必须

看到，《治安法》在尊重与保障人权，体现以人为本立法精神方面的突出进步： 

    一方面，《治安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治安法》第五条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

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这是我国这十多年来法治和人权观念日

益增强在社会管理立法上的首次体现，也是继"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入宪后，立法中对该条款的首次规

定。 

    另一方面，《治安法》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治安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

满十六周岁的、七十周岁以上的、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或已满十六

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充分

体现了《治安法》以人为本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虽然，新颁布的《治安法》与《治安条例》相比有了突出地进步，体现了立法者建设法治国家、依法

行政的决心，却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是"口袋罚"情形依然存在。如上文所述，《治安法》对于"口袋罚"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却未得到根

治，在《治安法》中仍有多处出现"其它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等兜底条款，这就意味着法律授权给公安行政

执法机关，对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主观认为是应该处罚的，就可以据此条款进行处罚。笔者认为，

这种立法方式是不可取的，由于《治安法》相较于其他行政法律而言，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它规定了罚

款、警告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方式，所以更应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因为在法治原则

下，对于公民来说，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应该就是法律所允许的。不被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就属于公民

的合法权利，任何人尤其是国家不得轻易干涉。 

    二是行政拘留不适用听证。治安案件中的听证制度是对警察权的重要程序规制。《治安法》尽管对吊

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案件规定了听证制度，但是对于比能力罚和财产罚更加严重的行政拘

留这一人身自由罚却没有设立听证制度。《行政处罚法》将听证程序引入行政处罚之初，适用范围就只以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为限，留下一个"行政拘留"是否要经听证的"尾巴"。人们

期待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制定时能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但遗憾的是,在2002年6月1日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



网络版权：中国法学网www.iolaw.org.cn “学者专栏” 

返回 

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十五条已经明确规定,"除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和吸食、

注射毒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决定劳动教养的案件外，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地级以上公安机关可以

以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组织聆询"的情况下, 《治安法》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却没

有做出应当举行听证的规定。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为的缺陷。 

    三是执法监督操作性相对较差。《治安法》虽然设立专章规定了执法监督制度，但这些规定显然还处

于一种宣言阶段，并没有规定有效的保障措施。如《治安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

察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

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处理。在这条规定中，监督的

主体虽然很多，但谁来监督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如公民进行申诉，向哪个部门申诉更快捷有效？接受申

诉的程序是什么？发生警察违法时，如何及时纠正和给予什么样的处罚等，法律规定依然不明确。为此，

笔者认为，立法机关还需要以立法变动的方式，对具体的监督机构、监督程序、监督权限、处罚方式等进

一步规定，同时注意《治安法》与《公务员法》及《人民警察法》等相关内容的协调一致。 

    尽管《治安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扩张和规制治安管理处罚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也试图实

现从管理法向管理法和控权法兼顾的转变，实现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转变，但是国家"权

力本位"与"法制工具"的思想毕竟根植于国人数千年之久，中国百年的法制重建也必将是步履维艰，这从

《治安管理处罚法》而不是《治安法》的称谓便可见一斑：管理即处罚--将内涵丰富的行政管理手段等同

于简单的行政处罚。由此观之，笔者称谓下的《治安法》还将是一个良好的期待。 

    

    

    

[参考文献] 

    [01] 笔者认为，将《治安管理处罚法》改称或简称为《治安法》更妥当。因为，该法从立法宗旨

上，一方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另一方面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

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而在"治安管理处罚"称谓中，治安是目标，管理是手段，

处罚是管理的形式之一，词组的中心是"管理处罚"，难以体现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本体追求。 

    [02] 冀祥德.论新刑法的价值取向[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2). 

    [0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九条. 

    [04]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M]下篇，第18章,论专制；[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第三卷，第17章关于

政府的创制，第18章,关于防止政府篡权的手段. 

    [05] 茅于轼,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1. 

    

    相关文章： 

        控辩平等之现代内涵解读 

        沉默权与辩诉交易在中国法下的兼容 

        再论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程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 

        律师是“社会正义的工程师”——看上去很美 

        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实证研究报告 

        在北京大学2006年度优秀博士论文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法学所两年——博士后报告后记 

        中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造的基本立场:简者更简，繁者更繁 

        中国未决羁押制度批判性重构 

        婚内强奸：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演进 

更多>>            

 

网站简介 | 招聘信息 | 投稿热线 | 意见反馈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10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