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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所

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

方法。 刑罚权，刑罚是惩罚犯罪的一种强制方法，由国家设

定和运用这一方法的的权力就是刑罚权。刑罚是刑罚权的外

在表现，刑罚权则是据以确立刑罚及保证其运行的源泉。两

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对于刑罚权，按照权力内容构成和

运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

。 刑罚的目的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制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

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刑罚的目的具体表现为特殊预防

和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是指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特殊预

防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即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

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 在我国，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通过改

造、剥夺犯罪条件、消灭肉体三种途径实现。第四十章 刑罚

种类第一节 主 刑主刑，是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

法。主刑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适用；一个罪行只能适用

一个主刑，不能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刑，也不能在附

加刑独立适用时再适用主刑。我国刑法规定了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5种主刑。一 、管制（一） 管制

的概念和特征 管制，是指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交由公安

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刑罚方法。（

二） 管制的适用对象 管制是我国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方法

，适用于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



子。管制的适用对象有以下特点：（1）罪行性质轻、危害小

。（2）人身危险性较小。（三） 管制的期限 管制作为一种

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其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

罚时最高不能超过3年。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2日。（四） 管

制的执行 根据《刑法》第39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

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 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服从监督； 2.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 按执行机关的规

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 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5. 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立即应向本人

和其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并且发给本人

解除管制通知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同时宣布恢复政治

权利。 二 、拘役（一） 拘役的概念和特征 拘役，是剥夺犯

罪人短期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在

我国刑罚体系中，拘役是介于管制与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主

刑，它具有以下特征： 1. 拘役是一种短期自由刑。拘役的刑

期最短不少于1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所以，拘役是我国

对罪犯予以关押、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三种自由刑中最轻的

一种。 2. 拘役适用于罪行较轻但需要短期关押改造的罪犯。 

（二）拘役的期限 根据刑法第42条和第69条的有关规定，拘

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高不得超

过1年。拘役的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三）拘役的执行 被判处拘役的犯

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在执



行期间享有两项待遇：探亲；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

酬。 三、有期徒刑（一） 有期徒刑的概念和特征 有期徒刑，

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

刑罚方法。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有期徒刑居于中心地位。有

期徒刑与其他刑罚方法相比具有以下特征：1. 它在一定期限

内对罪犯实行关押，剥夺其人身自由。 2. 有期徒刑的刑期幅

度大，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3. 罪犯应强制接受教育和劳动改

造。（二）有期徒刑的期限及刑期计算 《刑法》第45条规定

，有期徒刑的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也就是说，在一般

情况下，对犯罪分子所犯的一个罪一次判处的有期徒刑最高

不能超过15年，最低不能低于6个月。（三） 有期徒刑的执行

我国刑法对有期徒刑的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有明确规定。根

据刑法第46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

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四、无期徒刑（一） 无期徒刑的概

念及特征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

造的刑罚方法。无期徒刑的法律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1、对犯罪分子进行关押。2、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

终身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是无期徒刑的最突出特征。3、在内

容上表现为对犯罪分子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这体现了无期徒

刑矫正、教育罪犯，使之成为社会新人的积极作用。（二） 

无期徒刑的执行 根据《刑法》和《监狱法》的有关规定，被

判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场所执行；凡是有

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五、死刑

（一） 死刑的概念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死

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惩罚手段。（二） 死刑的适用对象

和不能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 《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



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另外，刑法第49条规定，犯

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

死刑。根据本条的规定，以下罪犯不适用死刑： 1. 犯罪的时

候不满18周岁的人。 2. 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 对上述两种

人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

死刑缓期2年执行。 （三） 死刑的判决、核准和执行 1. 死刑

的判决、核准程序。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

，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2. 死刑的执行。最高

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

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 （四） 死刑缓期执

行制度 1. 死刑缓期执行的含义 《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

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就是我国刑法中的死

刑缓期执行制度，简称死缓，是死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死缓的适用条件 根据《刑法》第48条规定，适用死缓必须

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罪该处死。这是适用死缓的前提

条件，它表明适用死缓的对象和适用死刑的对象均是罪行极

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果罪行不应当判处死刑，就不存在适

用死缓的问题。其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是区分死刑缓

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则界限，是适用死缓的本质条件

。 3. 死缓的执行场所 死缓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根据《监狱法》第2条的

规定，在监狱内执行刑罚。 4. 死缓期满后的处理 对被判处死



刑缓期2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满后，根据《刑法》

第50条的规定，有三种处理办法：第一，在死刑缓期执行期

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这里所说

的故意犯罪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主观上在故意的罪过心

理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但故意犯罪的性质、种类、轻

重等法律未作规定。第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

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重大立功表现”是指在接受教育、改造过程中，检举、揭

发其他罪犯的罪行，从而破获重大案件，或者钻研技术，有

发明创造。第三，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

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是死缓变更

为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变更的实体条件是有故意犯罪，且

查证属实；变更的程序条件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5. 死缓

期间的计算 根据《刑法》第51条规定，死刑缓期执行期间，

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

，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