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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刑法概述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和性质

一、刑法的概念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刑法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与统治

秩序，根据自己的意志，以国家名义颁布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

的，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以及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个定义揭示

了刑法的阶级本质与法律性质，表明了刑法的内容与范围。由于近年

来人们对于法律本身具有阶级性早已清楚，因而对于刑法的概念中无

须再加以重申的问题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我国刑法理论对

于刑法的概念仍然存在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

罚的法律，犯罪与刑罚构成刑法的基本内容。(1)有人认为，刑法是规

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也有人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及

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所有的这些争议，实际均是围绕

着刑事责任应处于何种地位这一问题进行的。我们认为，尽管刑法理

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对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但是，刑事

责任作为一项法律责任当然应该在刑法中占有一席之地，既然刑事责

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而刑罚又是刑事责任实现的方式之一，这就意

味着刑事责任的不可缺乏性。据此，我们认为，所谓刑法，是指规定

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首先，刑法所规定的内容是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这是刑法不

同于其他部门法律的最本质的特征。我们在刑法中明确用条文规定了



什么行为是犯罪，什么行为不是犯罪，构成犯罪应具备何种要件，刑

事责任的基础是什么，刑事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刑事责任的形式是什

么，对于犯罪应该如何适用刑罚，在适用刑罚过程中如何正确地量

刑，对各种犯罪应适用何种刑罚，对各种犯罪应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等等。

其次，刑法是关于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从形式上

看，刑法的渊源有三种：其一，系统的刑事法律，即刑法典。刑法典

是国家以刑法名称颁布的、系统规定犯罪、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法

律。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7年经过修订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均属于刑法典。其二，单行刑法。单行

刑法是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规定某一

类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的法律。例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

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

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均属于单行刑法。单行

刑法无疑是针对刑法中本身规定的不足而适时作出的修改和补充规

定。随着新刑法的颁布施行，以及有关单行刑法被纳入刑法条文中，

这些单行刑法有的被刑法所废止，有的则失去效力，只是有关行政处

罚与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由于对刑法条文的修改和补充工作现

在已经确定用修正案的方式进行，因而，可以预计今后我国的单行刑

法将会很少出现。其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即附属刑法。附

属刑法是指附带规定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

规范。由于我国强调刑法典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统一规

范，因此，我国的附属刑法规范中均没有规定具体的构成要件与法定

刑。1979年《刑法》公布后，出现了130多个附属刑法条文，对完善刑

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理论上对于刑法的形式也进行了分类，认为刑法从形式上区分，

可以分为广义的刑法和狭义的刑法。广义的刑法是指一切有关犯罪、



刑事责任和刑罚法律规范的总和，即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

法。狭义的刑法仅指刑法典。理论上通常称狭义的刑法为普通刑法，

称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为特别刑法。

如果依照法律成立的来源将国家的法律分为固有法与继受法，则

刑法是固有法。我国刑法是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治安等实

际情况制定的，比较适合我们的国情。

如果依照法律规制的对象及法律后果的不同将国家的法律分为刑

事法与民事法（广义的），则刑法属刑事法。刑事法是关于犯罪的侦

查、追诉、认定、刑事责任的追究以及刑罚的适用与执行的法律。刑

法规制犯罪，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故刑法属刑事法。

如果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将国家的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则

刑法是实体法。我国刑法仅指有关什么是犯罪、对犯罪追究何种刑事

责任的实体规范，而不包括认定犯罪与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规范。

如果依照法律效力的强弱将国家的法律分为强行法与任意法，则

刑法是强行法。我国刑法是关系国家、社会安宁的重要法律，它不因

个人的情愿与否而一律适用。

如果依照指导原理的不同将国家的法律分为司法法与行政法，则

刑法是司法法。一般认为，行政法的指导原理是法的目的性，司法法

的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刑法是以后者为指导的，基本上属于司法

法。

综上所述，刑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

的基本法律之一，它既区别于其他的法律，有自己调整的特定的社会

关系和实现自己任务的手段，又与其他各种法律都有一定的联系；既

有不同分工，又互相衔接和配合，共同构筑了国家的严密的法律体

系。从刑法的阶级性质上讲，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

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国家和法，刑

法随之产生。刑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利

益，这种意志只不过是通过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将来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阶级消灭了，国家和法将要消亡，作为部门法

的刑法也将消亡。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刑法的性质决定了它还将发

挥着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维护阶级统治工具的重要作用。

二、刑法的性质和任务

刑法属于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具有其特有的属性，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内容的特定性。正如前述，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

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这一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刑法所规定

的内容是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而这些内容在其他诸如刑事诉讼

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中均不会加以规定。

2．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包括民法、行政法等在内的部门法一

般只是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例如民法只是调整和保护财

产关系以及部分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婚姻法只是调整和保护婚姻

家庭关系。但是，刑法对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均要进行调

整，因为所有的社会关系均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之中。我们通常将刑

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主要就是针对刑法所调整和保护社会关系的广

泛性而言的。

3．制裁手段的严厉性。有些部门法也规定了强制方法，如赔偿损

失、警告、行政拘留等。但是与刑法中的刑罚方法相比，其严厉程度

则相差甚远。刑罚是国家最为严厉的强制方法，其内容不仅包括剥夺

财产、剥夺权利，还包括限制自由、剥夺自由，甚至包括剥夺生命。

就其严厉程度而言，其他任何部门法中的强制方法均无法与之相比。



刑法的任务是由刑法的性质决定的，靠刑法的功能完成。我国刑

法的性质决定了我国刑法的任务只能是保护人民、服务经济建设，打

击敌人、惩罚犯罪。我国刑法的功能，决定了我国刑法能够完成刑法

的任务。

《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

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

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

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

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据此，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切犯罪作斗争显然是我国刑法的基本任

务。我国刑法的这一基本任务又具体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加以体现：

1．保卫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

国刑法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完全是由我国刑法的基本职能和我国的

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

度，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保证，如果犯罪行为危害了国家安

全、推翻了上述政权与制度，国家和人民群众将丧失其他一切利益。

因此，刑法的首要任务，是用刑罚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作斗

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

刑法中，我们将危害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犯罪行为称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近年来，尽管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在实践中发生较少，但由于这种犯罪行为危害特别严重，故刑法将危

害国家安全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的第一章。

2．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

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社

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保障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人民群众行使各项

权利的物质保障。然而，各种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却破坏了社会主



义的经济秩序，侵犯了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及公民合

法所有的财产，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刑法属于社会主义

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必然要承担起保护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的任务，而且也只有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最终保卫

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目前，经济犯罪和财

产犯罪较为猖獗，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的发

展。所以，我国刑法的任务之一是要通过惩罚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

保护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根据刑法这一任务，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

与第五章分别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侵犯财产

罪”，对其中的严重犯罪也规定了较重的刑罚。

3．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这是我国刑法的

一项基本任务。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权

利，是我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

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调动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

的积极性的需要。但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强

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等各种犯罪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破坏选举、报复陷害等犯罪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因此，我国

刑法的任务之一是要通过惩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

利的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根据刑法这

一任务，我国刑法分则第四章专门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

权利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对其中严重的犯罪还规定了较重的

法定刑。

4．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这里的“社会秩序”包括治安秩

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人

民群众生活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和安定的秩序。

但是，大量犯罪的存在，严重妨害了公民的生活安全，扰乱了社会秩

序，破坏了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刑法的任务之一是要通过惩



罚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

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刑法分则第

二章、第六章、第九章分别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与“渎职罪”，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

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不受犯罪的侵犯。刑法分则

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也是为了维护经济

秩序。

从我国刑法对其任务的规定，可以看出以下两点：首先，我国刑

法的任务包括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用刑罚惩罚各种犯罪，保护国

家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密切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

只有用刑罚惩罚各种犯罪，才能保护国家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益；为

了保护国家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有效地用刑罚惩罚各种犯

罪。刑法对国家利益与公民的合法利益保护的方法是通过惩罚犯罪进

行的，在很多情况下，不使用惩罚手段就很难抑制犯罪行为，也就根

本无法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惩罚

是手段，而保护才是目的。其次，我国刑法的任务是明确的、全面

的。刑法任务的明确性，是指其清楚地告诉我们，刑法的任务是保护

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其中既包括国家安全、国家政权与社会

制度，经济基础与经济秩序，也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

他权利，以及社会秩序等。刑法任务的全面性是由刑法所调整和保护

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的。全面性表明刑法对于一切重要的社会关

系均要加以保护和调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刑法任务的全面

性，并不意味着要用刑法去处理一切违法行为，刑法只是通过惩罚犯

罪来完成其任务，对一般违法行为不能适用刑法。如果扩大刑法的适

用范围，则会混淆不同行为的性质，也不利于刑法完成其任务。另

外，刑法任务的全面性，不排斥在不同条件下刑法的任务有所侧重。

在当前，刑法的任务应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为重点，充分发挥刑法为市场经济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刑法的其他任务。

应该看到，我国《刑法》第2条中虽然具体规定了刑法的任务，但

是通过对刑法的任务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条文实际上也指明

了刑法的目的。《刑法》第2条以及第1条的规定告诉我们：刑法的目

的就是保护合法权益，因为所有的犯罪都是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运

用刑罚与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和公民的合

法权益。由此可见，我国刑法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合法权益，我们应围

绕“保护合法权益”的刑法目的，去理解刑法的一切规定。

第二节　刑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革命根据地时期刑事法律概述

（一）工农民主政权的刑事法律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在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革命

根据地，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维护工农民众的基本权益，镇压敌人的

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不仅着手进行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

的立法工作，也十分重视刑事立法工作，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刑事法

规。例如，各地工农民主政权先后颁布许多惩治反革命犯罪活动的刑

事法律。这一时期，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就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如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处理反革命案

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第6号训令，规定处理反革命分子的

一些政策原则。1932年颁布的《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的第21号

训令，规定对混入我机关、红军和地方部队里的反革命分子，要给予

严厉的打击。1934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总结几年来各地同反革命

作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



例》。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单行刑事法规。该条例共

有41条，其中规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和主要罪行。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刑事法律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中

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政权都制

定了自己的刑事政策和单行的刑事法规。这一时期的刑事法规以打击

汉奸活动为重点。除奸斗争，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刑法的主要任务，

各边区抗日民主政权都颁布了惩治汉奸的单行法规，包括：1939年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1943年4月《山东省

战时除奸条例》，1945年8月《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

《苏中区处理汉奸军事间谍办法》《苏中区汉奸自首自新暂行条例》

等，分别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及其处罚办法。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的刑事立法还有惩治盗匪条例、妨害军事工

作治罪条例、惩治盗毁空室清野财物办法、扰乱金融惩治条例、惩治

贪污条例、禁烟禁毒治罪条例、妨害婚姻治罪条例，以及严禁赌博的

训令等。

（三）人民民主政权的刑事法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

1946年7月对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军事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

模的内战，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为解放战

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为配合最后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各解放

区的刑事法律均将战争罪犯、暗藏特务、地主恶霸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犯罪分子实行区别对待，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

奖”，根据这一方针，党中央、人民解放军及各解放区人民政府颁布

了许多刑事立法。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要逮捕、审

判和惩办内战罪犯，并规定了各项政策界限。随着各解放区土地改革

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的地主恶霸勾结反动武装，破坏土改运动。为



打击反动地主恶霸，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各解放区先后制定了

有关刑事法规，如1947年11月晋察冀边区发布的《对破坏土地改革者

的制裁问题的布告》，1948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颁布的《破坏土地改革

治罪暂行条例》等，同时，各解放区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坚决取缔反

动党团及一切特务组织，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

指示》规定：“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

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

员。”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1月专门发布了《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

迷信组织的布告》，其首要分子须向当地政府机关登记，视情况予以

宽大处理或免予追究，其余一般人员，一经脱离组织，停止活动，一

律不予追究，能揭发各种阴谋破坏活动者，酌情予以奖励。这些政策

法规的贯彻实施，给各种反革命分子以沉重打击，初步取得了镇反斗

争的胜利，保卫了革命成果。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在刑罚制度方面创制了新的刑种

——管制。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规定，

在宣布反动党团解散之后，“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

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管制措施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第一部刑法中被发展为独立的刑种。

综上所述，革命根据地的刑事法律在20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切都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刑法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法律的初步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立法概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始了我国法制建设

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主要任务，是有步骤地为实现从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创造条件，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并把



它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财政，稳定物价，迅速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活动，开展“三

反”“五反”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总结了实践经验，根据需要与可

能，先后制定了一批单行刑事条例和法规，主要包括：1950年政务

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政务院《关于严

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

罪暂行条例》《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

《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宽大处

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等。《惩治反革命条例》是新

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单行刑事法规，其中对反革命罪的概念、种

类和类推以及量刑的标准，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的条件，数罪并罚

的原则等，都作了规定，是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有力武器。《保守国家

机密暂行条例》对保守国家机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该条例第13条规定：“凡出卖或故意泄露国家机密于国内外敌人者，

以反革命论罪，依惩治反革命条例惩处；凡利用国家机密进行投机取

利者，送司法机关或军事法庭依法惩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刑事法律所担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惩治反革命

罪，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解放战争已在大陆基本

结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的

残余势力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不断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其他各种反

革命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为迅速巩固革命秩

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定与发展，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

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并及时制定了有关镇压反革命的刑事立法。

除一些单行刑事法规外，在许多非刑事的行政法规中，也规定了

刑法条款。如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

“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

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1950年8



月在《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提出：“凡称恶霸，

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

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

实据者。凡恶霸分子经人民告发后，由人民法庭判决处理。”在危害

公共安全罪方面，1950年铁道部公布的《铁路奖惩暂行条例》等对交

通责任事故的刑事责任作了规定；1953年5月政务院发布的《森林保护

条例》等对火灾事故的刑事责任作了规定；1951年12月政务院重新核

定颁布的《保护人民电信线路、输电线路及管制线路暂行办法》，对

破坏电信设备的处罚作了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方面，有

1950年1月《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950年4月海关总署《关于

解放区与待解放区货运管制办法的批示》、1950年12月政务院公布的

《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等均对走私罪的处罚作了规定。1951年1月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公布的《私盐查缉处理暂行办法》对投机倒把罪的

处罚作了规定；1950年1月政务院《货物税暂行条例》和《工商业税暂

行条例》对偷税、漏税、抗税等罪的处罚作了规定。另外，关于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渎职罪等分别有一些相应的规

定。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刑事法律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和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里，我国的刑事法律虽未形成一个完整统

一的体系，但基本具备了雏形，确立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一些重

要的原则和制度。

第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1950年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规定“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但同时又强调，要“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成为新人”，要求在处理反革命案件中，必须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两者

不可偏废。



第二，罪刑相适应原则。《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

例》根据犯罪分子罪行的轻重，分别确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死刑、无期

徒刑和有期徒刑等主刑，也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没收全部或部分财

产的附加刑，同时还规定对犯罪情节严重的加重处罚，情节轻的可酌

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三，数罪并罚原则。《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对反革命罪适用

数罪并罚的原则：“凡犯多种罪者，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外，应在

总和刑以下、多种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第四，坦白从宽的原则。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的规

定，对于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悔过，以及在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

悔过立功赎罪的反革命分子，可以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刑事法律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不仅为当时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律制度的形

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刑法》的制定和颁布

（一）《刑法（草案）》的拟定和修改

我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先后起草了《刑法大纲草案》《刑法指导

原则草案》。当时由于三大改造尚未进行，颁布系统完备的刑法典的

条件尚不具备，因而这些草案最后均没有公布。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通过了《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它规定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与道路，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本原则

和各项制度，是我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

法》。

宪法和五个组织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这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10月，《刑法草

案》的起草工作正式开始，当时，这一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法律室负责。到1956年11月，已经写出了13稿。其间，社会主义三大

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并且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董

必武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指出：“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

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

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刑法起草工作加紧进行。到1957年6月，已

经写出22稿。第22稿分总则、分则两编，共计215条。总则共5章96

条，包括刑法的任务和适用范围、犯罪、刑罚、刑罚的具体运用、附

则；分则共8章119条，包括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经

济秩序罪、侵犯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婚姻家庭罪、妨害其

他管理秩序罪、渎职罪。第22稿为刑法草案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22稿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并在1957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

大第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经代表讨论后，“决定由常

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再加修改，提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但是，由于全国反右派斗争以后，“左”的错

误思想抬头，造成否定法律、轻视法律等思想的滋生，再加上三年经

济困难，使刑法起草工作停顿下来。

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针对这一时期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严重情

况，明确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

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自1962年5月开始，对

刑法草案第22稿进行全面修改，到1963年10月写出第33稿——《刑法



草案（修正稿）》，共206条。这一草案修正稿，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审查，并考虑准备按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行。但因

“四清”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十年动乱，刑法草案的修订工作又搁置了

十多年。

（二）《刑法》的颁布

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求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呼

声甚高。1978年10月再次组成刑法草案的修订班子，对第33稿进行修

订。1979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

《宪法》，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还要依

据新宪法，修改和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规章制

度。”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作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专门谈到立法工作，他

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

的法律……”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

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

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上述讲话和公报，对于刑法的起草工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

指导和推动作用。

1979年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并着手抓

紧刑事立法工作。从3月下旬以后，根据已有的立法经验，结合新情

况、新问题，对刑法草案作了较大的修改。5月29日，刑法草案获得中

央政治局原则通过，接着又在法制委员会全体讨论，于6月7日提交第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进行审议，在审议中又根据代表们的

意见，再作修改和补充，最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7

月1日通过了《刑法》，7月6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5号令公



布，并决定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终于诞生了新中国建立后

的第一部刑法。刑法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共13章192条。我国刑法的

公布和实施，是我国刑事法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刑事

立法从此进入了健全发展时期。

分析我国刑法制定工作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刑法》

的制定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它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立

法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部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针，总结了多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和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特别

是吸收了十年动乱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我国实际出发，把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化、条文化，对犯罪、刑罚以

及各种犯罪作了科学的规定。这部重要法律的实施，进一步促进和发

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加速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刑法》的修订

（一）《刑法》的补充和完善

《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刑法是在历史进入新时期

以后，人心思法、人心思治的背景下出台的。总体而言，刑法所规定

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许多具体规定是可行的。它在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十几

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也说明，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部

刑法典无论在体系结构、规范内容还是立法技术上，都存在一些问

题，对有些犯罪行为在制定刑法时研究不够，不利于操作，如渎职

罪、流氓罪、投机倒把罪三个“口袋罪”，规定得比较笼统，执行起

来随意性较大；对有些犯罪行为如走私犯罪、毒品犯罪量刑偏轻，不

利于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出现。面对这样的改革形势和社会需要，刑法典中的许多规定已

不能适应新时期形势的发展。

为了及时调整和处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打击各类犯罪活动，自

1981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3个刑法修改补充规定和决

定，它们是：《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关于处理逃跑或者

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

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

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

于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制

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

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关于严

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

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惩

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

罪的决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

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

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惩

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此外，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在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规定了“依照”

“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附属性的刑法规范130条。这

些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颁布，及时弥补了刑法中的某

些缺陷，对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到了

重大作用。然而，通过零散的修补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

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不平衡现象。同时，由于在《刑法》之外还

存在这么多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规范，缺乏一个体系上的归纳，



因此，为了适应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客观上有必要对刑法作一

次全面系统的修订。

（二）《刑法》的修订

早在1982年国家有关部门就作出了研究修改刑法的决定。国家立

法机关和司法部门陆续收集与整理了有关刑法修改的意见和问题。

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总结中央和地方政法机关、

政法院校关于刑法总则和分则修改完善的七十余条意见，写出《对刑

法的修改意见》。198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向各地

了解征集有关刑法修改的建议。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这些工作，为

后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现行刑法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资

料。1988年7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将刑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至此，我国现行刑

法的修改问题开始被正式提上国家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此次会议

后，1988年9月18日至28日，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中央和北京市政法机

关、政法院校、法学研究单位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就刑法典的修改问题

进行专门讨论，并拟定出了刑法颁行以来的第一份刑法修改草案。随

后，立法机关又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征询意见，为后来刑法修改的理

论研究与立法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对刑法的系统修订毕竟是件大事，

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乃至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均有密切的联

系。拿出了第一个修改方案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了更好地

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对修改方案几经讨论修改，又数次邀约北京政

法机关和刑法学界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就刑法修改问题座谈讨论，同年

12月下旬，邀请几位中青年刑法学者参加立法机构对刑法的具体修改

起草工作。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又先后拟订出1988年

11月16日的刑法修改稿草稿和1988年12月25日的刑法修改草案。至90

年代，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于1996年10月10日起草了《刑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共403条。发至各省、自治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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