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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618379.htm 报应主义与预防注义 刑法理论

涉及刑罚观念上存在着的报应刑论、目的刑论、相对报应刑

论的不同主张。 在刑罚观念上主张的报应主义又称报应刑论

，是前期旧派(指前期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是以绝对的报

应刑论为内容，将刑罚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即以痛苦的刑

罚对恶害的犯罪进行报应就体现了正义，这恰恰是刑罚的正

当化根据。报应论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

的手段，主张从犯罪人的个人角度论证刑罚的正当性，是犯

罪人免受超出报应程度的制裁，不使犯罪人成为国家预防他

人犯罪的工具，但该主张却忽视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在刑

罚观念上主张的预防主义基本等同目的刑论，是新派(指在反

驳前期旧派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学派，有刑事人类学派、刑

事社会学派)的观点，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

为了实行一定目的即预防犯罪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主张预

防犯罪所必要而且有效的限度内，刑罚才是正当的。预防犯

罪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正当化根

据在于刑罚目的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为

了预防社会而适用刑罚。这种从社会的角度论证刑罚的正当

性的观点，有利于保护社会的利益，却不注重对个人权利的

保护。 相对报应刑论是在刑罚观念上折中报应刑论和目的刑

论的一种观点。该理论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一方面是为

了满足惩罚犯罪的恶有恶报的正义要求，同时也必须是为防

止犯罪所必需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刑的范围内实现预防犯



罪的目的。相对报应刑论吸收以上两种理论的优点，主张刑

罚应兼顾保障个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既承认刑罚的报应

性，也承认刑罚的预防犯罪的目的，在适用刑罚时主张既受

到报应的牵制又受到预防犯罪目的的制约。 编辑特别推荐：

2009年法硕指导之法理篇简答题资料集 09年法硕指导：法理

学精选试题解析汇总 09年法硕指导：法制史精选试题解析汇

总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法律硕士站 百考试题论坛 丰富

、优质考试试题请进入：百考试题在线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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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