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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视野中审视我国刑法（陈杰人） 

  9月12日至9月19日，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是该协会成立120年以来，首次在亚洲召开会
议，它本身表明国际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刑法发展的肯定。这次主题为“全球化时代刑事
犯罪的挑战与对策”的国际刑法学大会，首先给日趋活跃的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带来了清新之气，大会讨论的
诸多主题，如未成年人犯罪、反腐败犯罪等，既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过去20年间，特别是从1996年和1997年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修改以来，我国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走
出了过去浓厚的“人治氛围”，开始步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化刑法潮流。这次大会选择在中国召开，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但是，我们绝不应就此满足。应该看到，对比世界先进国家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人权标准和各
项积极举措来说，我国在很多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在全球视野中放眼和审视中国刑法问题，我们需要在
包括理念、原则、制度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大量的努力。 
  “以人为本，尊重人权”，不仅是西方法治国家提出的立法和司法理念，也是中国最新修改的宪法所弘扬的基
本精神。人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由一系列具体实在的可感知的制度和事件体现出来的。我们知道，在过去
的时代里，中国的刑法和刑罚问题，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由类推到无罪推定的重大转变。这一系列制
度，在中国的人权进步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当今我国在刑法问题上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对未成年人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和关押管制、
经济犯罪的死刑废除问题、刑讯逼供问题、纪律程序中的法定权利保护问题、程序公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
存在，已成为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指责我国的借口。我们承认中国的问题有自己的实际原因，但这些原因不应
成为妨碍我们接受先进制度和理念的借口。我们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努力消除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另一方面根
据现行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原则，在逐步稳妥推进的基础上，改革现有的一些落后的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刑法问题以其关乎人的自由和生命等基本权利的特征，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法律科学的问
题，更是一个全社会应当共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正如国际刑法学大会主席巴西奥尼先生在接受《瞭望东方
周刊》记者专访时所说：犯罪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在刑法问题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加大法学教育的力度，为全社会
培养出更多具备正确法律理念的法律专门人才，加大现有司法官和法律职业群体队伍的训练，让13亿中国人有一
支重人权、有素养的法律保障力量。二是促使全社会转变观念，认识到“刑法问题不仅是犯罪人的事情，更是可能
涉及每个人权利保障的事情”，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刑事立法和司法真正成为保障全社会每个人自由的法律后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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