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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事实体法所特有并贯穿于刑事立

法和刑事司法之中的基本准则。 有的国家在刑法典中明文规

定刑法的基本原则，有的国家则在宪法性的法律文件中写入

罪刑法定等刑法的原则。我国在制定1979年刑法时没有明文

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在第3条、第4条、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三项

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 确定为刑法基本原则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该原则为刑法所特有，不能将适合其他法律也适合刑法

的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2）该原则贯穿于刑法的始终

，即贯穿于立法、司法过程之中。 二、我国刑法规定的三项

基本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原意为“法无

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罪刑法定原

则历经两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

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其二是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

是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

的规定。其三是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用清晰的文字表术

确切的意思，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梭两可。 我国刑法第3条明

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

定罪处刑。” 来源：www.examda.com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



事立法中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法第13条明文

规定了犯罪定义，为区公犯罪与非罪行为确立了总的标准。

（2）刑事法第14条至第18条明文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为认定犯罪提供了一般的规格和标准。（3）刑法分则条文

对每一种具体的犯罪的构成要件作了明确规定，为认定各种

具体的罪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4）在刑法第32条至35条

中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即5种主刑、3种附加刑以及对犯

罪的外国人单独适用的附加刑，为依照法律处刑提供了根据

。（5）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包括刑法第61条规定的一般

量刑原则以及具备各种法定情节的量刑原则，如自首、累犯

，等等。第六、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

定刑，为对具体犯罪的下确量刑提供了具体的法律标准。 罪

刑法定原则除此体现在上述立法规定之中，在司法中的适用

表现：（1）司法机关在具体办理个案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严格按照刑法明文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运用

刑法总则规定的原则为指导，准确认定犯罪，恰当判处刑罚

，不得偏离法律条文的规定滥定罪、滥处刑。（2）司法机关

在忠于法律规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规范含义的范围之内正确

进行司法解释。 （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是近现代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宪法原

则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

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

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二是公民的合法权益都一律平

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决不允许任何

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三是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



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迫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

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为贯彻宪法的

这一原则，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

超越法律的特权。” 来源：www.examda.com 刑法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在刑事立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刑法第6条至

第11条关于刑法适用范围的规定、第13条关于犯罪定义的规

定、第30条至第31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刑法分则中对特

殊主体职务犯罪的规定，等等。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

刑事司法中贯彻适用是有现实意义，应着重强调的是（1）定

罪平等。对任何人犯罪，都适用相同的定罪标准，不能因人

而异去对同样的犯罪事实确定不同的犯罪性质。（2）量刑平

等。在犯罪性质相同情况下，如果具备相同的犯罪情节，应

适用相同的量刑标准。（3）行刑平等。执行刑罚时，按照监

狱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允许有特殊的受刑人、在执行减

刑、假释等行刑制度上不允许有特权人物存在。需要说明的

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并不否定因法

定量刑情节或酌定量刑情节的差异而导致相同性质的犯罪在

判定刑罚上有区别。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行刑中贯彻

也并不否定刑罚个别化的体现。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亦称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罪行大小与刑事责任的大孝

刑罚轻重应当相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 1997年3月14日修

订后的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刑

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

应。”这一规定表明了刑罚与犯罪人的罪行、犯罪人应负刑



事责任的关系，即应理解为犯罪人的罪行（包括主客观方面

）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刑罚则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

法律后果，罪行的轻重直接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刑事责任

的大小则又决定着刑罚的轻重。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刑

事立法中的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刑法总则中确立了一个科学

的刑罚体系，将各种刑罚方法依轻重次序加以排列，各种刑

罚方法之间相互衔接，为刑事司法中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奠定了基矗二是在刑法总则中考虑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规定了轻重不同的处罚原

则。三是在刑法分则中根据不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

同，设立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 来源：www.examda.com 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是：一是贯彻量刑原

则，解决好定罪、刑事责任与量刑的对应问题。二是解决好

量刑的精确化问题。立法中对许多罪的法定刑规定可供选择

的刑罚种类较多，刑罚幅度较宽，这就要求法官认真贯彻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个案中罪行的轻重准确确立被告人刑

事责任的大小，继而精确地判处刑罚。三是正确适用的有关

刑罚制度。我国刑法中规定有关刑罚的制度：有考虑从轻、

从重、减轻、免除刑罚的法定情节制度，有累犯从重处罚制

度，有自首和立功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制度，有的数罪并

罚制度，有缓刑制度，还有减刑制度，假释制度，等等。贯

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必须对上述各种刑罚制度正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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