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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一 个 传 统 的 农 业 国 家，城 镇 化 建 设 的 时 间 不

长，确切地说是 很 短。但 是 在 经 过 这 些 年 来 的 城 镇 化 建 设

后，特别是在２０００年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转 发 了《民 政 部 关 于

在全国推进城市 社 区 建 设 建 设 的 意 见》，［中 办 发［２０００］２３
号］，这意味着在我国城市开展 社 区 建 设 的 工 作 得 到 了 全 面

的铺开。为此，社区在我国尚 是 一 个 全 新 的 概 念 和 话 题，可

是社区矫正也 才 于２００３年 两 院 两 部（最 高 人 民 法 院、最 高

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 合 下 发 了《关 于 开 展 社 区 矫

正工作的通知》，在全国北京、上 海、天 津、江 苏、浙 江 和 山 东

等６省市开展 管 制、缓 刑、监 外 执 行、假 释 和 剥 夺 政 治 权 利

等５种人实行社区矫正试点。２００５年两院两部再次联合发

文扩大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在 全 国 共 计１８个 省 市 开 展 社 区

矫正。今 天，社 区 矫 正 已 经 覆 盖 全 国３１个 省（市、区）和 新

疆建设兵 团，在 全 国３１８个 地（市）、２１４０个 县（市、区）和

２７７９２个乡镇（街道）展 开。各 地 累 计 接 收 社 区 服 刑 人 员６８
万人，累 计 解 除 矫 正３７万 人，现 有 社 区 服 刑 人 员３１万 人。

可以说我国的社区矫正在短短的 十 年 不 到 的 时 间 里 取 得 了

喜人的成绩，社区矫正服刑人 员 大 幅 提 高，社 区 矫 正 的 法 律

依据也是从无 到 有 的 突 破 和 实 现。特 别 是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
日，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通 过《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修 正 案

（八）》规定，对判 处 管 制、宣 告 缓 刑 以 及 裁 定 假 释 的 犯 罪 分

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是 我 国 在 法 律 层 面 上 首 次 对 社

区矫正进行确认，充分体现 了 对 近１０年 来 社 区 矫 正 实 践 的

肯定。此后，随着今年１月１０日两院两部颁布了《社区矫正

实施办法》，特别是今年３月１４日《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八条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 释 或 者 暂 予 监 外 执 行 的 罪

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 社 区 矫 正 机 构 负 责 执 行。明 确 了

社区矫正的范 围 和 执 行 主 体。同 时，该 法 第 二 百 五 十 九 条

对试点中涉及到的５种人中剥 夺 政 治 权 利 的 执 行 明 确 为 公

安机关。为此，正 式 宣 布 社 区 矫 正 进 入 刑 事 执 行 的 一 体 化

中，在我国 未 来 刑 事 执 行 程 序 中 将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下面拟就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和 国 社 区 矫 正 发 展 的 前 景 作

一分析和探讨。

１　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１．１　刑事执行 中 非 监 禁 性 刑 罚 措 施 促 成 行 为 养 成，去“标

签”后使其复归社会

社区矫正以 罪 犯 经 矫 正 后 顺 利 复 归 社 会 为 最 终 目 标，

体现了人道主义 的 要 求，也 是 现 代 世 界 文 明 中 刑 罚 执 行 的

重大变革要求。犯 罪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伤 害 了 社 会 和 国 家，但

是国家和社会对此应当承担 相 应 的 义 务。正 如 德 国 耶 赛 克

说“作为刑事政 策 基 础 的 人 道 主 义 不 再 是 每 一 个 人 对 于 事

物所持的同情态 度 这 样 一 种 个 人 的 事 情，而 是 社 会 对 于 犯

罪现象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 问 题。对 于 犯 罪 人 的 关 怀 不 再

是一种恩惠，而是法制国家一项义务性的社会义务。”为此，

社会有责任也有义务为社区矫正 的 服 刑 人 员 提 供 人 道 主 义

关怀，罪犯的犯罪行为也是 社 会 所 致，也 就 是 社 会 环 境。社

区矫正使得他们 继 续 与 家 庭 社 会 保 持 联 系，在 去“标 签”的

前后促使行为养成，利用社会 和 家 庭 资 源 重 塑 人 格，社 会 也

履行了义务。同时，社区矫正 满 足 了 其 情 感 寄 托，感 受 刑 罚

执行的“阳光雨 露”，避 免 了“监 狱 化”人 格 的 产 生。这 从 根

本上体现了罪犯改造不是，也 不 能 改 造 人 的 思 想，思 想 是 个

自由的东西。俗话说没有任何 一 个 自 然 人 生 来 就 注 定 要 犯

罪的，只是 因 为 环 境 对 犯 罪 人 的 影 响，最 终 才 导 致 成 为 罪

犯。国家和社会 只 有 通 过 改 变 环 境，特 别 是 犯 罪 的 环 境 和

所在的社会，通过行为训导和 养 成，养 成 符 合 社 会 主 流 要 求

的行为习惯，进而不再违法犯罪。

１．２　监禁性刑罚失效并难以 体 现 刑 罚 报 应 理 念，应 还 自 由

于社会公民包括罪犯

在世界范围内一直以来实 行 的 刑 罚 惩 罚、报 应 理 念，是

否有效，是否真正有效地预 防 犯 罪、打 击 犯 罪？这 可 能 是 个

很难证实的命 题。俗 话 说，在 人 类 世 界 上 只 有 建 有 一 座 监

狱，人类很难 有 自 由，这 是 大 家 共 知 的。长 期 以 来，在 我 国

刑法界盛行的“杀 人 偿 命”报 应 理 念，这 样 的 理 念 也 深 深 扎

根于人们心中。即 便 在 当 今 法 治 社 会 的 今 天，连 最 近 倍 受

人们关注的“薄 谷 开 来 杀 人 案”还 是 如 此。（薄 谷 开 来 被 判

死缓；张晓军被判有期徒刑９年）

可是根据相关调查显示，被 判 处 监 禁 性 刑 罚 后，重 新 犯

罪的概率比普通 自 然 人 犯 罪 的 概 率 高 得 多，并 且 还 有 相 关

材料反映，监禁 性 刑 罚 执 行 场 所 变 相 成 为 罪 犯“切 磋 技 艺”

的处所。这或许 是 监 禁 性 刑 罚 作 用 有 限 性 最 明 显 的 证 据。

特别是在海南边 境、沿 海 省 份，毒 品 犯 罪 频 发，这 些 罪 犯 经

过监禁后重新犯 罪 的 概 率 可 谓 是１００％。当 然 很 多 人 就 说

罪犯作 为 普 通 公 民 未 经 刑 罚 处 罚 前，他 们 的 犯 罪 概 率 是

１００％。对于这些人接受刑罚处 罚 后，是 否 又 不 再 犯 罪？或

另外一个反向命 题，执 行 监 禁 性 刑 罚１５年，经 过 减 刑 实 际

执行刑罚１０年后最终释放，这 些 罪 犯 是 不 是 比 实 际 执 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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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年的罪犯重新犯罪的概率又要高呢？等等门类的话题都

是不得而知，我 们 也 无 从 寻 思 并 找 到 答 案。可 能 只 能 是 自

欺欺人地说，监禁性刑罚是一 定 能 起 作 用 的，当 然 这 也 是 现

实所需，无法改变监禁刑罚的适用和执行。

１．３　行刑社会化要求是现代 社 会 更 加 宽 泛、自 由 的 方 式 开

展刑罚的执行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 两、三 千 年，在 中 国 形 成 了 世

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 主 义 生 产 关 系。中 国 古 代 刑 罚

堪称是世界刑罚史上的极致。从 炮 烙 车 裂 到 千 刀 万 剐 凌 迟

处死还有诛九 族 等 等，是 封 建 帝 王 专 制 的 极 端 表 现。古 代

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封建制 度 已 经 走 向 末 路，新 的 生 产 关

系正在形成之中。而这种新兴 的 生 产 关 系 势 必 威 胁 到 封 建

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统 治 者 为 了 维 护 政 治 上 的 专 制

统治，必然钳制广大人民的思 想 和 舆 论，甚 至 不 惜 动 用 残 酷

的刑罚手段，遏 制 自 由 思 想 的 兴 起。虽 然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内

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 着 资 本 主 义 的 萌 芽，但 封 建 势

力为了巩固封建 统 治 地 位，维 护 其 政 治、经 济 利 益，最 终 导

致我国跳过了资本主义制度 现 在 处 于 社 会 主 义 制 度。刑 罚

执行没有经过国 外 的 资 本 主 义 就 直 接 到 社 会 主 义，可 以 还

没来及经过洗礼的刑罚一直 援 引 至 今 天。我 国 有“严 打”和

“劳教制度”，以及被国外长期 声 讨 称 为 非 人 权 的 死 刑 制 度。

随着我国全国上 下 形 成 一 致 的 声 音，要 严 格 限 制 和 适 用 死

刑，代表我国行刑方式的改变 和 方 向 的 调 整，更 加 符 合 国 际

形式和现代社会文明化的要 求，再 加 上 如 前 所 述，罪 犯 所 在

的社会也应当对罪犯的犯罪 承 担 相 应 的 责 任。社 区 矫 正 是

一个外来语。社区矫正是西方 国 家 首 先 推 行 的 一 种 刑 事 执

法模式，其理念正始于１９世 纪 末 近 代 学 派 的 行 刑 社 会 化 思

想。近代学派的 大 师 们 认 识 到 监 狱 刑 罚 的 缺 陷 和 不 足，提

出了非监禁刑罚 措 施 和 对 罪 犯 人 格 的 改 造，社 区 矫 正 便 由

此发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起了罪犯再社会化思潮，以安塞

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学派提出 对 罪 犯 实 行 人 道 和 再 社 会

化，使社区矫正思想由孕育走 向 成 熟，并 逐 渐 由 学 说 渗 透 到

立法，再转化为各国的行刑 实 践。注 重 对 犯 罪 人 的 改 造、完

善而不是报复，刑罚的目的是 将 社 会 人 格 不 完 善、不 能 正 常

进行社会生活的犯罪人再社 会 化，已 成 为 现 代 社 会 的 共 识。

社区矫正比监狱 矫 正 有 更 大 的 优 越 性，目 前 已 成 为 西 方 国

家占主导地位的 行 刑 方 式，也 已 成 为 世 界 各 国 刑 罚 体 制 改

革发展的趋势。

在我国推行社会建设以 来，我 国 有 了 一 定 的 社 区 雏 形，

具备了一定程 度 上 的 社 区 结 构，但 是 还 很 不 完 善。特 别 是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很多乡镇 人 口 稀 少，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社 区

没有形成，也很难建成，这对我 国 的 社 区 矫 正 行 刑 社 会 化 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命题有待我们研究。

１．４　社区矫正的核心和基础应当是社区，而非矫正

将量刑处罚比 较 轻，不 会 对 社 会 造 成 危 害 的 犯 罪 分 子

实行社区矫正。管制、宣告缓 刑、假 释 或 者 暂 予 监 外 执 行 的

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单纯 从《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修

正案八》和今年３月１４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 的 规 定 来 看，社 区 矫 正 的 核 心 和 主 题 应 当 是 矫

正，刑罚执行应当符合刑罚 报 应 理 念。但 是 本 人 认 为，社 区

矫正是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 法 治 社 会 一 大 重 要 创 举，其 意

义之重大可见一斑。可是，社 区 矫 正 在 古 代，或 者 说 农 业 社

会社会中，是不 可 能 的，因 为 没 有 成 熟 的 社 区 来 执 行 刑 罚，

并且应当是通过成熟的社区帮助 罪 犯 形 成 一 种 有 别 于 之 前

会产生犯罪的行为习惯，这靠 的 是 罪 犯 所 在 的 社 区，而 不 是

矫正。矫正只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称 之 为 手 段，最 终 实 现 的 是

罪犯犯罪后所在 的 社 区 通 过 承 担 社 会 和 国 家 责 任 后，完 成

复归社会、社区，融入社区，不再犯罪。

２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前景

不管是从刑法还是刑事诉 讼 法 关 于 社 区 矫 正 的 规 定 来

看，社区矫正属于我国刑事执 行 中 重 要 而 有 机 组 成 部 分，作

为一个单列的、有 别 于 监 狱 这 种 监 禁 性 执 行，是 在 社 区，是

相对比较开放的 执 行，所 以 社 区 矫 正 属 于 刑 事 执 行 的 专 业

范畴，这是 毫 无 疑 问 的。目 前，因 为 社 区 矫 正 是 一 个 新 课

题、新刑罚执 行 方 式，所 以 人 们 对 此 并 不 太 了 解。但 是，从

长远意义来说，特别是社区 矫 正 在 我 国 试 点 近１０年 来 的 成

果和我国立法对此重视程度来 看，势 必 将 大 力 推 进 这 种“非

监禁性”刑罚执 行 方 式。而 社 区 矫 正 人 才 在 我 国 处 于 一 个

短缺和从无到有 的 时 代，与 国 外 发 达 国 家 人 口 与 社 区 矫 正

人才（矫正官）比 率 比 较，我 国 则 是 明 显 落 后。但 是 从 司 法

改革的长远来看，社区矫正制 度 在 我 国 将 是 前 景 光 明，是 一

项方兴未艾的 事 业。首 先，社 区 矫 正 制 度 符 合 社 会 主 义 和

谐社会以人为 本 的 价 值 追 求。所 谓 以 为 人 本，说 到 底 就 是

以人为基础，以 人 为 前 提，以 人 为 动 力，以 人 为 目 的。在 现

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越 来 越 受 到 重 视。罪 犯 也 是 人，其

人格品质也应受到尊重，尤 其 是《通 知》中 规 定 的５种 罪 犯。

刚刚通过新 的 刑 事 诉 讼 法 也 很 好 贯 彻 保 护 人 权 的 这 一 精

神。由于刑 事 诉 讼 法 对 公 民 权 利 的 重 要 性，被 称 为“小 宪

法”。通观全文我 们 可 以 看 到 这 部“小 宪 法”中“保 障 人 权”

这一宗旨贯穿 始 末。人 权 的 本 质 特 征 和 要 求 是 自 由 和 平

等，人权的实质 内 容 和 目 标 是 人 的 生 存 和 发 展。新 刑 事 诉

讼法甚至将“尊 重 和 保 障 人 权”写 入 总 则，将 其 作 为 基 本 任

务。其次，随着我国社会的转 型 加 快，人 们 的 生 活 工 作 方 式

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市 场 经 济 培 育 了 于 计 划 经 济 完 全 不 一

样个性化生活，工作单位对人 的 影 响 在 减 弱，而 与 其 生 活 所

在社区的关系日 益 密 切，社 区 对 人 们 生 活 的 影 响 和 功 能 日

益加强。与此同时，国家、社 会 和 民 众 对 个 人 思 想、价 值、爱

好、行为和生 活 方 式 的 多 样 性、多 元 化 更 加 宽 容。因 此，对

那些罪行不太严 重，原 本 就 可 以 不 适 用 实 刑 和 监 禁 刑 罚 的

犯罪人，更多地适 用 非 实 刑 和 非 监 禁 刑，即 扩 大 管 制、缓 刑

和监外执行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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