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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学的基本范畴。刑事政策概念众说纷纭，不利于刑事政策学科的长

远发展。坚持刑事政策学科的独立，是研究刑事政策概念的前提。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

策，不同于刑事公共政策，有别于刑法规范，更不是单纯的犯罪对策。刑事政策是国家基于犯罪原因

认识，对已然犯罪采取的以刑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反应和处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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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学的基本范畴。有文献认为，“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

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1]。有文

献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政权机构创制而由国家与社会多重力量加以实践，针对犯罪和相关行

为以及行为人，由法律和社会诸多手段协调组成的，旨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策略与方案

的系统”[2]。还有文献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组织基于一定的价值目标而采取的以防止犯

罪为直接目的的各种措施和策略的总称[3]。 

刑事政策概念的研究现状，严重影响了刑事政策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学者指出，“刑事政

策概念的莫衷一是，所以才没能科学地界定刑事政策学的范围，无法划清刑事政策学与相关学科

的界限，使得刑事政策学缺少独立范围和界限，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难免受到质疑”[4]。面对理

论瓶颈，探析刑事政策概念，成了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基点。 

一、刑事政策概念的前提 

我们认同“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刑事政策学是一门新生的科学”[5]的观点。从某种

意义上说，人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刑事政策学并不是一门科学的学科，而仅仅是一种社会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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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刑事政策从早期纯粹

的抗制犯罪的对策，转化到作为合理有效地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并成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整

体系统性的政策而加以推进，则是欧洲启蒙运动时代以后的事情，孟德斯鸠、贝卡里亚、边沁和

费尔巴哈努力使反犯罪斗争理性化以后才产生，总体上看是刑事政策学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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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将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导入犯罪问题研究，提升了刑事政策的科学性和独立性，促进了刑

事政策学从刑事法学科中的独立。运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对犯罪原因进行考察，提出了对现代

刑事政策具有重大贡献的两大刑事政策主张。一方面，由犯罪现象存在的必然性所决定，刑罚或

其他犯罪对策应当与各项犯罪性质相当；另一方面，犯罪对策的重点应当由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

转移到犯罪人及其环境，刑事责任应当由行为责任向行为人责任转变。菲利则大大提升了刑事政

策学的科学性，他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主张凡研究犯罪与刑罚的科学，都必须在人类和社会

生活中，去探索社会预防犯罪的科学因素。通过对犯罪自然起源的实证观察，菲利得出了著名的

犯罪饱和法则，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刑事政策思想，“如果一个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可以运用

作为犯罪学所主张的救治措施之一的镇压手段，但这种镇压手段应当成为最后的权宜之计，而不

应该像今天一样，成为唯一的、主要的措施”[7]。主张刑罚不应当是对犯罪的报应，而应当是社

会用以防卫罪犯威胁的手段，刑罚应当与犯罪的危险状态相适应，并且根据罪犯的危险状态对罪

犯实行不定期隔离。 

李斯特的刑事政策学说对各国刑事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李斯特强调，最好的

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的使命是消除或限制产生犯罪的社会条件，而刑事政策

首先是通过对犯罪人个体的影响来与犯罪作斗争的。一般说来，刑事政策要求社会防卫，尤其是

作为目的的刑罚，在刑种和刑度上，均应适应犯罪人的特点，这样才能防止其将来继续实施犯罪

行为。从这个要求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到对现行法律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可靠标准，另一方面我

们也可以找到未来立法规划发展的出发点[8]。这种注重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关系，不专注刑罚

的遏止，而改由社会政策来预防犯罪的看法，可以说是李斯特对刑事政策学的最大贡献。李斯特

提出了一整套的刑事政策主张，包括不定期刑的设置、短期自由刑的限制、缓刑和累进处遇制度

的必要性、罚金刑合理化、对于少年犯和精神病犯的特别处遇、建立保安处分制度等，同时也明

确了刑事政策学对刑法的批判作用。 

20 世纪中叶以后，新社会防卫论的发轫，标志着刑事政策学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以意大

利刑法学家菲利普·格拉马蒂卡和法国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为代表，是一项在实证学派社会防

卫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事政策的思想运动。马克·安塞尔认为，社会防卫论始终主张联合

所有的人文科学，以对犯罪现象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社会防卫论希望利用它对现行制度的科

学批判及它与人文科学的合作这两点，并遵照以下两个互为补充的指导思想，建立起一个崭新的

刑事政策体系。一方面，坚决反对传统的报复性惩罚制度，由此社会防卫运动自一开始就是一场

反刑法或起码是非刑法（即刑法以外）的运动。另一方面，立志坚决保护权利，保护人类，提高

人类价值。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防卫运动的人道主义[9]。在新社会防卫论的影响下，以人道

主义为基础、以保护人的权利、保障个人自由、提高人类价值为主旨的刑事政策思想，已经成为

欧洲各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念的基石。 

回顾刑事政策学的滥觞历程，刑事政策学是一个从刑事法中分化出来，和刑法学、犯罪学并

列的独立分支学科。在刑事政策学科独立基础上探析刑事政策概念，既是刑事政策概念的哲学前

提，也是推进刑事政策学研究深入的理论基点。 

二、刑事政策的外延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其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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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取决于刑事政策学与政策学、刑法学、犯罪学等相邻学科的关系，特别是相异关系。 

（一）刑事政策学与政策学 

受到苏联学说和当代西方法律政策思想的影响，我国学者习惯于在政策学的思维下思考刑事

政策学问题。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刑事政策学和政策学有着固有的差异。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看，刑事政策概念在先，政策概念在后。刑事政策概念不能套用公共政策

的概念，刑事政策概念于 1803 年提出，期间经过近 200 年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较为完整、系

统的体系框架，而政策科学概念是晚于刑事政策概念近 150 年后的 1951 年，由芝加哥学派的代

表人哈罗德·拉斯韦尔与拉纳在《政策科学》一书中提出来的。 

从内容上看，政策科学的内容远比刑事政策科学广泛。随着社会的发展，凡是同社会成员的

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息息相关的政策，都纳入到了政策科学视野之内，具体包括：社会救助、社

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就业、妇女儿童保护、房屋住宅、人口政策、残疾人福利、职业训练、

义务教育的政策等等[10]。而刑事政策科学是一系列处罚和预防犯罪的方针、方法、战略和策略。

从纵向上看，可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从横向上看，可分为定罪政策、量刑政策和

行刑政策[11]。 

（二）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 

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从研究的对象上看，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规范刑法，主要是定罪和量刑的法律规范以

及一般原则和具体运用，其中的规范、原则及具体适用具有以国家权力保障的强制性；而刑事政

策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刑事政策，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刑法学的范围。 

刑事政策的核心因素之一是刑法界限的确定，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有效辩护，其领域

包括有关与犯罪作斗争的从警察治安到监狱制度的整个刑事过程的所有方面，以及保护个人免遭

不公正或令人难以容忍的待遇。刑事政策也包括通常被忽视的犯罪被害人问题。 

从学科性质上看，刑法学以刑法规范为其研究的基本内容，属于规范科学。刑事政策学是建

立在犯罪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提出了对已然犯罪的处理方法当然包括刑罚及非刑罚处理方法，

而且是法律化的刑事政策，因此刑事政策学介于事实学与规范学之间，是两者的结合或是交叉[12]。

即使是在规范学的领域，刑法学也主要研究现状，而刑事政策学则具有前瞻性和超前性，不仅能

够对刑法学的研究提供指导，还能够对刑法学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批评。在刑法学，其研究范围限

于成文法所规定的法律关系，而在刑事政策学，则不但不受法律规范约束，反而处于与传统法律

相对立的自由地位[13]。正是这种事实学立场上的建议性和批判性，构成了刑事政策学的突出特征。 

（三）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 

刑事政策学和犯罪学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 

从研究对象上看，犯罪学的任务是运用一切社会政策预防犯罪，通过揭示犯罪产生的原因，

有的放矢地制定各种预防犯罪的社会政策，如教育政策、人口政策、居住政策、工资政策等[14]。

而刑事政策学立足于刑事政策，探求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注重阐明采用何种刑罚方法及其制

度才能最有效地防止犯罪。从犯罪现象研究的横向维度看，刑事政策仅仅是众多预防犯罪的社会

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单个犯罪现象的纵向维度看，刑事政策学研究的是惩治于已然的政策，

犯罪学研究的则是防患于未然的政策。 

从学科性质上看，犯罪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而刑事政策学虽然也是使用经验观察和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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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但是并不局限于经验，刑事政策学主要还是一门决策性的科学，也是规范性的科学。作

为经验科学的犯罪学，主要目的是提供科学的经验性结论。犯罪学是社会科学，它对个人和社会

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过程作经验型研究，并且把获得的知识介绍给立法者和执法者[15]。刑事政策

学要在对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决策，并且采用实证调查研究的方

法，不断检验决策的科学性。 

通过上述的学科差异比较，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不同于公共政策，有别于

刑法规范、更不是单纯的犯罪对策，区别于三者的独立范围和界限。这些范围和界限既是刑事政

策的外延特征，也是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独特场域。 

三、刑事政策的内在属性 

刑事政策内在属性的揭示，是刑事政策概念研究的关键所在。借助学科价值论、发展方向论

和概念类型的方法论，认清刑事政策的宏观的学科归属意义和微观的发展方向、具体概念界定方

法，构成了完整刑事政策内在属性的逻辑关系。 

（一）学科独立的价值论基础 

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学问或者一门独立的学科，一定要有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刑事政策是刑

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刑事政策学术研究的核心内涵。刑事政策的概念研究，要限制在刑事

政策学学科独立的范围之内，价值目标上的第一要义是满足刑事政策的学科发展，为刑事政策学

科的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研究刑事政策概念，不是为概念而概念，不是为了从概念的演绎中获得知识，而是为刑事政

策观察和研究选定一个恰当的起点，作为刑事政策实践与研究的逻辑起点，并为我们比较恰当地

划定刑事政策范围以及建立刑事政策一般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服务[16]。学科独立和长远发展是基

本概念和范畴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过多的借助政策学或者犯罪学的理论，阐述刑事政策的内

涵、特征等，可能会损害刑事政策学科独立的价值基础，最终危害刑事政策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指

导。因此，刑事政策虽然以犯罪原因知识为基础，但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已然犯罪的反应措施和活

动，与以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为主要内容的犯罪学有明显的差异。 

（二）刑事政策范围应当限制 

整体上看，刑事政策范围的界定有不断扩张的趋势。最早将刑事政策限定在惩罚措施的范围

之内，随后将刑事政策界定为预防、阻止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再后来将刑事政策的范围扩

展至国家和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以及认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

政策，从而扩张了刑事政策的范围。将刑事政策界定为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

法的总和，更是将刑事政策的范围进行了无限的扩大。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社

会关系网，但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面目全非，不再是刑事政策了”[17]5。 

刑事政策的范围一再扩张的背后，是现实生活中传统犯罪和新型犯罪越来越严峻，而防止犯

罪手段却非常单一和薄弱，从这个角度来说，刑事政策范围的不断扩张，拥有合理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这种扩张给刑事政策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因为，刑事政策概念作为一个

科学基点，必须是确定的、明确的和稳定的，尽管满足这种条件不得不付出片面性的代价。从这

个意义上说，有所舍才有所得，有所不为才有所为，不舍得放弃一定范围之外的相关研究对象，

就没有刑事政策学[18]。为限制刑事政策范围的不当扩张，应该把刑事政策的主体局限于国家，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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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社会政策的泛化，把刑事政策的内容局限于以刑罚为主，还包括部分行政和民事制裁。 

（三）解释性概念的研究方法选择 

作为概念研究的两种主要类型，规范性概念通常也被描述为价值性概念，它所指的是一些道

德原则或理想，用来表述那些被认为是应该或必需的事情。此类概念包括自由、权利、正义、平

等、宽容、人道等等。价值性或规范性概念用来预设和规定行为的方式，并对行为作出评价。解

释性概念也被称之为实证性概念，所谓实证，就是指事物具有肯定或确定的性质。这类概念所指

的是客观的、可以显示其存在的事实，用来描述一个客观事物的实际状况。此类概念如权力、权

威、秩序、法律等。 

在当前刑事政策概念研究中，往往习惯于运用规范性概念诠释和阐述，对刑事政策的价值内

涵预设构成了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

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及具体措施的总称[17]39。有文

献认为，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

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

的态度[19]。有文献认为，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的被动反应，是

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处置措施[20]。这里的自由、秩序、正义、人道等词语无疑给刑事政

策加载了良好的目的价值，对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涵盖了一定的价值愿望和理想，反映了现代

法治社会的整体价值目标和理念。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把事实和价值区别对待是正确思维的必

要前提，价值被认为属于主观意见的范畴，不存在真假的问题；而事实则属于客观状态的范畴，

可以被证明真假。因此，从刑事政策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应该尽量在事实的范畴内，运用解释性

概念，描述刑事政策概念内涵，避免带有预设性和功利性的价值判断，才是科学的、客观的概念

界定方法选择。 

四、结  语 

诚如先贤所言，“人类生来不是为了解决世界的问题，但是他们可以去寻找问题出在什么地

方，然后将其限制在可以被理解的范围之内”[21]。因此，如果我们不苛求一个完美的概念，在学

科独立这样一个“可以被理解的范围之内”，可以将刑事政策界定为：国家基于犯罪原因认识，

对已然犯罪采取的以刑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反应和处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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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policy is a fundamental category in criminal policy science. Scholars have 

divergent views on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policy,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policy science. Insisting on the discipline’s independence of the criminal policy is the premise to 

study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policy. As the object of criminal policy study, criminal policy is different from 

the criminal public policy, from criminal law’s specifications and from simple crime countermeasures. 

Criminal policy is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and punishments which China takes as main contents of 

penalty to punish the existing cri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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