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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3_AD_E6_9A_84__c122_485983.htm 高铭暄：所谓死刑制

度的基本理念，是指对死刑的存废、死刑的限制或扩张、死

刑的使用这样一些理性认识。我认为，我国死刑制度的基本

理念至少应包括三方面内容：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死刑的非

常性；死刑适用的慎重性。 １１月２９日，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明德刑事法论坛”开坛，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

授以“我国死刑制度的基本理念”为题作主题演讲。以下是

他的演讲内容。 死刑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死刑是一个很古老

的刑种，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直到１７６４年资产阶

级启蒙思想家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死刑存在的必

要性才得到挑战和质疑。近几年来，死刑的存废争论同样成

为我国刑法学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个人认为，

在我国现阶段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大可能从整体上

把死刑作为一种制度完全废除。死刑制度在我国的存在还有

其必要性。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是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

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死刑制度的存在有利于严厉

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从而强有力地对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

益给予保护。 二是死刑制度的存在也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

实现。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各类犯罪分子，只有适用死

刑（包括死缓），才可以让他不能或不敢再犯罪，从而达到

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死刑制度的存在也使那些试图

铤而走险实施严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不敢以身



试法，从而达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是死刑制度的存在

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价值观念，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支

持和接受，具有满足社会大众安全心理需要的功能。１９９

５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国家有关的统计部门合作

，曾经就死刑问题作了一次民意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共发放

问卷５００６份，收到有效答卷４９８３份。调查显示，有

９５％以上的被调查者支持死刑。因此，可以说，公众对死

刑的观念和国家对死刑作用的确信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死

刑制度得以存在的支撑点。这两个支撑点的存在，决定了当

前中国绝对不可能全面废除死刑。而中国的死刑制度将在今

后多长的时间内逐步废止，取决于公众的观念和国家对死刑

作用的确信这两个支撑点弱化的程度和弱化的速度。 死刑适

用的非常性 在刑罚体系中，死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刑种。它

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内容。人命关天，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死刑区别于任何其他刑罚的极端严厉性、非常性和特殊

性之所在。所以死刑的发动必须具有迫不得已性。所谓死刑

适用的迫不得已性，是指适用死刑只能以预防犯罪的必需为

前提。对法律规定用死刑的犯罪行为，如果不以死刑加以惩

治，就不足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对他适用死刑就具有迫

不得已性。相反，如果通过死刑以外的其他刑种，就能够实

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就说明不具有适用死刑的迫不得已

性，因而也就不能适用死刑。总之死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

况下适用，才具有正当性。 适用死刑的慎重性 根据我国的国

情，在现阶段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废除死刑。

然而，不能废除死刑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限制地大量适用死

刑。相反，应该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这



是因为： 其一，慎重适用死刑是我们党和政府“少杀慎杀”

死刑政策的基本要求。我国立法机关在１９９７年全面修订

刑法时，采取了原则上对死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立法原则

。但在具体操作上，１９９７年的刑法典中的死刑较之于之

前立法中存在的死刑相比，是略有减少的。１９９７年刑法

之前，我国刑事立法中挂有死刑的罪名除了重复计算以外，

一共有７１种。而１９９７年刑法中适用死刑的罪名是６８

个，其中６７种是原来就有的，增加的一个罪名是危害国防

利益罪中的故意提供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不可

否认，这部刑法所贯彻的原则还是少杀慎杀。 其二，慎重适

用死刑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判处死刑问题上

仍然有宽严相济的问题。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调在适用刑

法时必须考虑从宽处罚的可能性，就死刑政策而言，这个刑

事政策要求审判人员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对严重的犯罪必

须判处死刑，但如果具有法定的或者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

情节的时候，也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当依法宣告死

缓或判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

度，罚当其罪。可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际上蕴涵着慎

刑的要求，所以严格适用死刑，慎重适用死刑，是贯彻和实

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 其三，严格限制死刑的适

用，务实而稳妥地逐步废除死刑，符合国际社会限制和废除

死刑的刑罚发展趋势。自从１８６３年委内瑞拉首先彻底废

除死刑以来，世界性的废除死刑运动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而

且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坚持适用死刑的国家在逐年减

少。截至１９８１年底，世界有２７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律上

完全废除了死刑，而到２００６年９月５日，完全废除死刑



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跃升到８８个。在２５年内，有６１个国

家加入了完全废除死刑的行列。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如果我

国不对死刑的适用加以严格限制，不仅与国际社会废除死刑

的趋势背道而驰，而且也必将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利益，影

响中国刑法在国际上的形象。 总之，在死刑的适用上，应该

树立一种谦抑的观念，反对迷信和滥用死刑，严格限制死刑

的适用。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主要有立法和司法两种途经

。当然，利用立法的方法必须依赖于立法的启动，而我国修

订以后的现行刑法的实施才有９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要求对它作大规模的修改，恐怕不够现实。可以考虑以修

正案的形式在总则中规定，哪些罪名暂时停止适用死刑。 最

后，严格适用死刑，慎重适用死刑，还是我国批准有关国际

公约的必要准备。 评论一：从社会治理能力视角解读死刑存

废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兴良 死刑的存废问题是目前刑

法学界最热点、最前沿，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我个人

的看法与高老师大体一致，为高老师的观点作三个注脚：第

一，如何看待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我认为应从社会治理能力

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死刑的存在是社会治

理不善的结果，如果社会治理能力强，是可以避免犯罪发生

、减少对死刑依赖的。例如，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名设置了死刑条款，恰恰说明我国税收

征管存在重大缺陷，死刑的适用是迫不得已。因此，死刑不

是应不应该废除、而是能不能废除的问题。可以说，死刑的

存废问题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某种标尺，只有当提高国家

治理能力，减少对死刑的依赖的时候，死刑才能真正得以废

除。第二，如何看待死刑的威慑力。杀人偿命说明人们对死



刑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死刑的崇拜其实是一种现代迷信。个

人认为，一个不想杀人的人不是因为畏惧死刑才不去杀人，

而是因为受到道德制约，反之，一个想杀人的人，即使刑法

规定有死刑，也不会打消杀人的念头。可见，死刑规定对这

两种人不产生作用。死刑的威慑力存在于那些仅产生杀人意

念，但畏惧死刑不敢为之的人，如果法律废除死刑，对这部

分人就会失去威慑力。但是这部分人在整个犯罪人中所占比

率极小，可见，死刑不具有我们想象的威慑力，而是受到社

会各种因素的制约，比如，定罪的确定性，等等。个人认为

，死刑的威慑力大小应作实证研究。第三，如何看待拥护死

刑的民意。这是死刑存废问题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死

刑的重要功能在于平息民愤，９５％以上的民众认同死刑，

甚至认为死刑适用得还不够，但民意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正

当性，民意具有非理性、情感性的特征，需要理性引导，这

首先是对政治家独立判断的考验，其次是对司法独立性的考

验，以及对学者独立人格的考验。 评论二：废除死刑宜早不

宜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曲新久 死刑的问题是理论界、实务界

乃至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死刑的必要性代表主流的观点，

但个人认为，坚持死刑是错误的。因为，死刑适用的误判、

错判，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生命是所有生物的第一

位的价值，错误适用死刑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死刑的威慑

力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的影响，即便有也微不足道，保留死刑

带来的问题却非常多，虽然死刑废除民众难以接受，但换个

视角，死刑的废除是政治家的责任。高老师主张死刑的非常

性很有特色，其实在古代，刑法理念中死刑也不是治理国家

的主要手段，而是偶尔、非常态为之。其依据在于史料中的



“德主刑辅”，亦如北大的一位教授主张，“德主刑辅”是

以鞭、扑、笞等刑罚为主，砍头的刑罚为辅。退而求其次，

控制死刑可以采用限制适用总量的方法。总而言之，个人认

为，死刑应迅速废除。 评论三：死刑存废靠理性，更靠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谢望原 西方有句法谚“法律不是嘲

弄的对象”。死刑的存废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国

家管理者、立法者、司法者面临的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

问题，不能轻举妄动。以战争为例，即便最开明的政治家也

不会主张完全废止战争。在死刑的存废问题上亦然。美国与

欧盟价值观念完全一样，但美国不但不废除死刑，有的州还

恢复了死刑的适用。可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诗人一样

浪漫地制定法律。刑法的本质具有报应性，对穷凶极恶的犯

罪者就得适用死刑，否则无法实现刑罚的报应性。据统计，

世界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一般是人口较少的国家，人口超过一

亿的国家都没有废除死刑（俄罗斯只是冻结死刑，随时可恢

复），斯里兰卡４０年没有执行死刑，２０００年又恢复了

死刑的适用。可见，法律是经验和理性的结合，我们需要用

经验来判断是否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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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