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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刑问题研究》重视历史的视角在行刑知识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新中国行刑史为研究视角或
反思线索，建构中国行刑问题的知识谱系。将我国的行刑史依次分为政策主导阶段、政法阶段和追求
法治阶段，并由此提出了社会控制、法律移植和行刑文明这三个重要的研究范畴。通过对社会控制、
法律移植和行刑文明的有机整合和系统梳理，《中国行刑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整体
性行刑改良方案，并从监狱行刑制度的改良与社会行刑制度的发展两个方面对中国行刑制度加以反思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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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无论是在实质内容角度上的刑罚执行，还是在法律形式角度上的刑事执行，还是实质与形
式的综合性界定，行刑均是指执行刑事法律所确定的刑罚内容、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改造的刑事司法活
动。　　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刑罚运作过程包括制刑、求刑、量刑和行刑。行刑就是国家为了惩罚犯
罪、针对犯罪人所开展的刑事法律活动的最后一环（但绝不是可以忽视的环节），是刑罚运作的下游
。有关刑罚运作的刑事法律规定、司法制度、犯罪态势、社会环境及刑事政策等诸多上游因素无时无
刻不对行刑环节形成制约和影响。行刑是一个包罗广泛的问题域。它既包括关于刑罚执行、改造犯罪
人以及预防重新犯罪的一整套刑事法律执行理论，还涵盖以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则体系为依托而建构
的行刑制度；它既关注周而复始发生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的行刑活动与过程，又重视从理论的深
度对行刑活动进行观察、反思、实证与规划；它既要求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行刑与其他刑事司法活动的
关系、行刑的价值、行刑法律的健全、行刑改革的方向和趋势等错综复杂的大问题，也要求从微观的
层面探讨行刑机构的完善、行刑场所的改良、各种犯罪人处遇措施的人性化及科学化等牵涉广泛的具
体问题和局部问题。　　行刑问题的研讨始于对行刑概念的把握，毕竟，“科学的概念是构成科学理
论体系大厦的基石。”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单元和形式。行刑概念能够为
行刑问题研究提供原则性的指导和基础，行刑问题中各种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需要一个科学的起
点。同时，行刑问题也是一个涵盖甚广的问题域，行刑概念的作用又极为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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