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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在适用刑罚的时候，无不有自己的目的，企望达到手段

与目的的统一，刑罚方法与社会效应的一致，以求得本阶级

统治的巩固。但结果又怎么样呢？ 奴隶制和封建制刑罚的残

酷性人所尽知。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刑罚目的观，是神意

报应主义和刑罚威吓主义。神意报应主义认为，天地万物都

受神的支配，犯罪就是违反神的命令，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就

是根据神的意旨所给予的报应。这种盛行于前资本主义时期

的理论，受宗教所束缚，是君权神授论在刑罚观念上的表现

。我国夏、商、西周时代，诸如族刑、弃市、炮烙、剖心以

及墨、劓、宫、?|、大辟一类的残酷刑罚，就是这种刑罚目的

观在当时的刑罚制度中的反映。在统治阶级严刑峻罚的残酷

统治下，他们求得的并不是国泰民安，恰恰相反，是广大奴

隶无可忍受下的反抗、暴动、起义，夏桀、商纣、周幽王统

治的灭亡。在西方又怎么样呢？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449年公

布的《十二铜表法》第8表第2条规定：“如果故意伤人肢体

，而又未与（受害者）和解者，则他本身亦应遭受同样的伤

害”。这的确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可谓不残酷、

不严峻。然而他们凶残统治的结局，也同样逃不出灭亡的命

运。苏拉、恺撒、奥古斯都尽心竭力的一切努力，换来的是

罗马共和国的瓦解。西罗马帝国不也灭亡了吗？再就是刑罚

威吓主义的刑罚目的观。他们认为，以用刑的办法可以消灭

犯罪，消灭刑罚。对犯罪人适用严刑峻罚、借以威吓世人，



可使其遵守法律而不敢去犯罪。很显然，这种刑罚目的观的

严酷性是赤裸昭彰的。商鞅认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

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1）“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2）韩非也讲：“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

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惮惧良民也⋯⋯”；（3）在《唐律

疏议、名例律》中，有“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规定。这

种刑罚威吓主义的思想，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都占统治地

位。然而，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严刑峻罚、残酷压迫、疯狂镇

压，招致的是短暂的欢乐和平安，而得到的却是使他们颤栗

的自取灭亡的可悲下场。秦王子婴不是迎降了刘邦吗？强大

的唐帝国的最终结局，是唐哀宋被朱温而废黜。诚然，奴隶

制和封建制的灭亡，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发

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统治阶级对广大

人民施以严刑峻罚、残酷压迫、疯狂剥削，也不能不说是奴

隶的和封建的统治阶级走向坟墓的优质催化剂。 近代资产阶

级明智地吸取了封建统治者残酷专制而招致悲残结局的沉痛

教训，在刑罚目的观念上，也作了相应的变化。以康德、黑

格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道德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刑罚目

的观，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奴隶制和封建制同态报应式的

刑罚目的观念，但还是彻底否定了神意报应主义和刑罚威吓

主义刑罚目的观。康德曾讲：“谋杀人者必须处死”，“任

何一个人对别人所作的罪行，可以看作他对自己作恶”；（4

）黑格尔也说：“犯罪的扬弃是报复”，“报复是对侵害的

侵害”（5），但康德毕竟又讲：“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

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6）的



确，这种刑罚目的观并“不是把犯罪看成单纯的客体，即司

法的奴隶，而是把犯罪提高到一种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

地位”，（7）是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神意报应主义和刑罚

威吓主义刑罚目的观的彻底否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到后

来，为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犯罪现象的变化，资产阶级的

刑法思想家们竭力寻求新的良方妙药，产生了诸如目的刑主

义、一般预防主义、特别预防主义以及教育刑论和刑罚执行

教育化等等一系列的刑罚目的理论。被资产阶级誉为“近代

刑法之父”的贝卡利亚竭力主张废除死刑的适用；费尔巴哈

以“心理强制说”为理论根据的一般预防主义刑罚目的观，

依靠严刑峻罚丝毫没有遏制资本主义制度下与日俱增的犯罪

现象；龙勃罗梭发明的“天生犯罪人”理论指导下的严酷的

特殊预防措施，恰恰是使累犯的数量大大增加。简而言之，

资产阶级的刑罚目的理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犯罪现象的日

益变化，产生了诸多学派。在刑罚的轻重上虽有起伏，但总

的来说还是趋向于轻刑化。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所决

定，在不废除私有制，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无论资

产阶级的统治者及法学家创造什么样的刑罚理论，也不可能

有效地防止犯罪现象的发生，恰恰相反是日盛一日。资本主

义制度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资产阶级在刑

罚目的理论上，终久还是废除了封建社会诸多的残酷刑罚，

且日趋轻刑化。主张预防犯罪保卫社会，刑罚个别化，注重

刑罚的教育功能与对犯罪人的公正判决和改造，这显然在历

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刑罚目的理论的发展，是历

史的进步。 二 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和法学家，无不渴望他

们适用刑罚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希求达到手段与目的的



统一，惩治与预防的一致。然而，可怕的现实给予他们的回

答却往往是很不理想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刑罚重刑化，对

预防和抑制犯罪之作用不但微小虽然严惩过后犯罪现象会有

一短暂的收敛，而且对犯罪的大幅度上升起了很大的刺激作

用。对犯罪不施以严刑峻罚，增强了他们的反社会意识，刑

罚的异化日益困扰着耀武扬威地施用它的统治者，刑罚的手

段与目的发生了剧烈的冲突。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惩罚不

应该比过错引起更大的恶感，犯罪的耻辱不应该变成法律的

耻辱”。（8）孟德斯鸠说：“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

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不

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9）革命的

资产阶级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开明地吸取了封建王朝

灭亡的教训，在刑罚目的理论方面也进行了革命，废除了封

建制度下一系列的严酷刑罚，刑罚渐趋轻刑化。但由于资本

主义社会内部各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们穷尽所想也终未

抑制或减少犯罪现象的增长，而恰恰是相反。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下，要想在惩治犯罪方面获得令人满意的社会效应是绝

无可能的，除非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私有制。 其实

，“在真正的意义上，刑罚不过是对于一切侵害社会生存条

件的行为的一种社会保卫方法。”（10）社会主义制度在中

国的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发生了彻底的翻天覆地的崭新变化，开辟了中国社会历史发

展的新纪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已根本不同于资本

主义社会那种“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

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每一个人都

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



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11）没有一点人情味的

冷冰冰的敌对式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虽然并不是十分的完

美无缺，但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关系

却是牢不可破的建立在了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因此，这种新

的社会制度和这种令人赞美的美好关系的建立，很自然的影

响了犯罪现象的变化。显然，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中国

的犯罪率的低下程序，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也不可比拟

的。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广大

司法实际工作者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

的犯罪，进行了全面、深入而仔细的研究。在刑罚目的论方

面，刑法学教科书和一些专著大都趋向于“预防犯罪说”之

观点，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预防其本人再次犯罪的特殊

预防和通过制定并颁布刑法以及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威慑社

会上有犯罪倾向的不稳定分子，预防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一般

预防。用这种观点指导司法实践，势必导致特殊预防与一般

预防出现重大矛盾。在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微小，但罪行严

重或与此相反的情况下，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法码此轻还

是彼重，很难掌握。不仅是由于它的抽象、繁复，而在审判

过程中，审判人员往往忽略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注重特殊预

防为好还是一般预防恰当，着重也必须考虑的是依法量刑，

公正审判，以求罪刑相适应，这“两个预防”的作用，只是

在犯罪人被依法适用刑罚之后，才潜在的必然的起作用。从

理论上讲，所谓预防就是事先防备，预防犯罪就是在犯罪未

发生前所采取的防备措施。一般预防的对象是“具有犯罪倾

向的不稳定分子”，或曰“潜在犯罪人”。既有“犯罪倾向

”，既是“不稳定分子”，就该加以抑制。方法之一，就是



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而预防，是为防患于未然，其的对象该

是并无犯罪倾向的一般人。这正如在没有法律约束的社会中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人一样，在法制条件下的国度里的

人们，至所以绝大多数都遵纪守法，也正是因为法律法规的

存在。生产力水平不是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中的人们，见到

一大块黄金似必有占为己有的强烈欲念，只是因为法律的约

束，这种欲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才只是在他们的脑际中略

一闪现而已。这种情况下，道德、良心怕是微不足道的。由

此可见，预防的对象该是社会生活中的一般人。特殊预防的

对象呢，就是适用刑罚的对象，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为预防

其再次犯罪。那么，这就意味着犯罪人有再次犯罪的很大可

能性。其实，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犯了一次罪，并不能说明

还要犯第二次罪，主观恶性程度很深的惯犯、累犯毕竟是少

数。我国的司法实践就充分证明，犯罪分子回归社会后大多

数人可以遵纪守法。因此，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该是以制止

其犯罪为目的，也即特殊预防的对象应该是制止犯罪的对象

，而对于其在回归社会后，是遵纪守法成为预防的对象还是

仍有犯罪倾向成为抑制的对象，却为另一个问题。 在此，似

可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应该是获得社会高

效应的预防社会上一般的人犯罪，抑制有犯罪倾向的不稳定

分子犯罪和制止现行的犯罪人犯罪，也即预防犯罪、抑制犯

罪、制止犯罪。制止犯罪是直接的、具体的目的，而预防犯

罪和抑制犯罪，只是在依法办案、正确适用刑罚、罪刑相适

应、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也即制止犯罪之后自然出现的必然

结果，是刑罚目的论所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而在审判实践中

，充分考虑罪刑适应，公正裁判，制止犯罪，也就足矣。这



样，既明确简练，在实践中又易于掌握。总之，刑罚的惩罚

作用，制止了现行的犯罪；刑罚的威慑作用，抑制了“潜在

的犯罪”；而刑罚的公正适用，预防了未然的犯罪，三者是

相辅相成的，是有机的统一。惩罚产生威慑，威慑依赖于惩

罚，而刑罚的公正适用，是使得惩罚和威慑产生正的社会效

应，达到预防犯罪之目的的根本。 三 犯罪现象的消长，由某

一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思想意识形态等

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所决定，是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

家司法机关适用刑罚的活动，更是直接的影响了犯罪活动的

升降。虽然不能说严厉的刑罚惩罚是导致犯罪率高涨的必然

的根本原因，但惩罚重刑化的社会负效应以犯罪对重罚，恶

性循环，却不能不说是招致受罚的犯罪者反社会情绪增强，

由犯罪的盲目性转化为有意识的敌对，从而引起犯罪活动有

增无减甚至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以说，严惩

与制止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的根本对策、方

法和途径，在于在明确刑罚目的之基础上，从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国家的政策、经济体制、社会风气、生活水平、阶

级状况）寻求原因，改革并强化司法体制，公正适用刑罚，

以治犯罪的根本。依靠整个社会，依靠人民群众，加强政治

思想工作，实现党风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建立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实行犯罪的综合治理，是有效地遏制

严打以来重大案件上升的根本途径。 刑罚目的的实现，不在

于刑罚的轻重或偏于重刑化，而在于适用刑罚之良好结果的

出现，社会的高效应最严厉的刑罚最有效的刑罚，这最严厉

的刑罚方法，就是达到惩罚的社会高效应预防、抑制、制止

犯罪之刑罚目的的各种方法、手段、措施，而这适用刑罚之



良好结果的出现，全在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正确与

否，社会体制是否最大限度地适合于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下自

由生存。在这里，刑罚本身的作用，却是非常之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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