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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于一九八 二年三月八 日一致通过

了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 以下简称

《决定
》 )

,

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的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

在目前形势下
,

制定并通过这一 法律文件
,

是十分及时
,

卜分必要的
。

一
、

制定 《决定 》 是发展四化建设形势的需要

近几年来
,

为 了进一步发展四化建设
,

我们在经济方面
,

对外实行了经济开放政策
,

对

内实行了搞活经济的政策
,

取得了很大成效
。

这项政策
,

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

今后仍将坚持
。

但是
,

由于十年内乱对党凤政风军风民风的破坏
,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
,

社会上一些败类
,

乘机同我们队伍中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坚定
、

不忠诚的
,

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的干部

内外勾结
,

致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

走私
、

套汇
、

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

盗窃公共财物
、

倒卖

珍贵文物以及贪污
、

行贿
、

受贿等经济犯罪
,

大量增加起来
。

有些案件
,

数额巨大
,

情节严

重
,

危害极大
。

日前这类经济犯罪活动
,

比五十年代初
“ 三反 ” 时期还更猖撅

。 `

已阵重腐蚀

着我们的千部
、

群众
,

败坏着社会风气
,

破坏着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

破坏着国家 的 四 化 建

设
,

己经到了触目惊心不可容忍的地步
。

打 击这类犯罪活动
,

在当前形势下
,

己成为全国在

政治上
、

经济上必须认真开展的一场严重斗争
。

这场斗争
,

是反资本 上义腐蚀的斗争
,

它关

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

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兴旺衰败
。

五届人大常委会根据这种新的形势
、

新的情况
,

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

及时对这类犯罪制定新的刑事政策
,

作出 、 决定 》 ,

对我国刑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必要 的补充和修改
,

以便充分运用刑法武器严惩这类犯罪活动
,

更好地发展四化建设事业
。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个
哎决定 》 ,

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

前一个时期
, 一 些政法部门和我国法学界曾广泛地讨论和研究了刑法与形势

、

政策的关

系
。

重点集 中在两个问题上
:

一是有了刑法典以后在立法方面还要不要适应形势制定新的刑

事政策和新的刑事法规
; 二是在司法方面适用刑法典时还要不要适应形势

,

讲究政策
。

有一种

意见认为
:

既然有了刑法典
,

对犯罪进行斗争
,

只要依法办事就行了
,

何必再去考虑形势和

政策呢 ? 赞成这种意见的一些好心的同志所担心是
“
把 形势

、

政策同刑法相提并论会导致妨

碍依法办事
” 。

他们把形势
、

政策同刑法对立起来
,

把形势
、

政策同依法办事看成了对立的东

西
。

这种认识无疑是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权时期片面强调
“
跟形势

” “

按政策办事
” 从而

实行
“
砸烂公检法

” ,

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个惨痛教训中朴素地总结出来的消极的经验
。

它是不足取的
。

我们应当坚决反对那种肆意破坏法制
、

蔑视法律的倒行逆施
,

应当针锋相对

地强调尊重法律
,

依法办事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但是
,

我们 当然不应当撇开形势
、

政策来

谈刑法
,

不应当把适应形势
、

讲究政策同依法办事对立起来
。

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论
,

对形势
、

政策同刑法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才能真正做到充分发挥刑法同



犯罪作斗争的作用
,

把刑法这个有力的武器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

及时
、

准确
、

有效地打

击敌人
,

惩罚犯罪
,

保护人民
。

从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的角度看问题
,

毫无疑义
,

政治形势的变化
,

是会引起犯罪形势

变化的
。

形势既然有了变化
,

我们对犯罪进行斗争的刑事政策
,

也就应当随着改变
。

这时
,

一些原来被国家认定为犯罪的行为
,

可能不再被认为是犯罪 ; 一些原来不认为是 犯 罪 的 行

为
,

又可能被认定为犯罪
。

一些原来被认为是重罪的行为
,

可能被认定为轻罪
; 一些原来被

认定为轻罪的行为
,

又可能被认定为重罪
。

需要根据形势及时制定新的刑事稗策
,

并对刑法

条款加以补充
、

修改
,

或采用新的司法解释
,

以便更好地发挥刑法同犯罪作斗争的特殊 作用
,

这是由刑法这种法律本身固有的性质决定的
。

`

刑法当然应当具有稳定性
,

但这种稳定性只能

是相对的
,

不能是绝对的
。

必须把刑法同形势
、

政策有机地统一起来
,

才能充分发挥它打击

犯罪的作用
。

我国刑法典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一 日通过
,

并自一九八O 年一月一 日起施行的
。

两年多来
,

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

惩罚了犯罪
,

保护了人民
,

基本实现了它保障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任务
。

但是
,

由于这是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颁布的

第一个刑法典
,

它的一百九十二个条文
,

只能根据两年多前制定通过时的实际情况
,

简明扼

要地在总则中规定关于犯罪和刑罚的一些原则规范
;
在分则中规定反革命罪和其他七大类刑

事犯罪的一些主要罪名和量刑幅度
。

因此
,

为了适应客观 形势发展的需要
,

就必需根据党和

国家对犯罪进行斗争以保卫四化建设的需要
,

不断总结
、

分析各类犯罪发展的形势
,

研究新

情况
、

新问题
,

及时制定同某类犯罪进行斗争的新的刑事政策
,

在刑法典既定的原则规范基

础上
,

对某些条款依法进行符合新刑事政策的司法解释
;
或者在必要时

,

采用立法方法制定

新的法律文件对刑法典中既定的某些条款作补充
、

修改
。

我国刑法典自施行以来
,

已进行过

两次重大的补充
、

修改
。

第一次是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期间作出的
。

那次会议为了

整顿社会治安
,

保证运用刑法武器及时打击现行的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一些刑事犯罪分子
,

通过了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 《
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

》 《关于处理逃跑或者

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
》
等三个法律文件

,

对刑法典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
。

这一次制定
《
决定

》
对刑法典作补充

、

修改
,

则主要是为了打击当前某些严重的经济犯罪活

动
,

为了进一步发展四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

二
、 《决定 》 的四个基本内容

经济犯罪活动是多方面的
,

在刑法典中原来就规定了许多罪名
。 《决定

》 针对当前几种

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
,

如走私
、

套汇
、

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等
,

补充
、

修改 了刑法典的有

关规定
。

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基本内容
:

第一
,

补充
、

修改了刑法第一 百一十八 条
、

第一 百五十二条
、

第一 百七十一 条
、

第一 百

七十三条的一些罪名和量刑幅度
。

一
、

补充和修改了刑法典原来规定的走私
、

投机倒把罪的罪名
。

原来关于走私
、

投机倒

把罪名的规定
,

一共有三种情况
,

即
:

第一百一十六条的一般走私罪 (违反海关法规
,

进行

走私
,

情节严重
,

构成犯罪的 ) ; 第一百一十七条的一般投机倒把罪 ( 违反金融
、

外汇
、

金银
、

工商管理法规
,

投机倒把
,
情节严重

,

构成犯罪的 ) ;第一百一十八条的比第一百一十六条
、

第一百一十七条更加严重的走私
、

投机倒把罪 ( 以走私
、

投机倒把为常业的
,

走私
、

投机倒



把数额巨 人的
,

或者走私
、

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 子)
。 《决定 》 这次除明确 了套汇这个罪名

外
,

;王在罪名
`
}

,

明确写 卜 r
“
牟取暴利

”
这个概念

,

作为成立这种严蚕犯罪的要件
,

定 名为
“
走私

、

套们
_

;
、

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罪
” 。

目的就在于运用
《决定 》 这种更加明确的规定

,

有效

地打 击现实生活 中的确存在的那些情节特别严重的走私
、

投机倒把分子
。

二
、

补充
、

修改了刑法第 一百一十八条走私
、

投机倒把罪
,

第 一百五十 二条盗窃罪
,

第

一百七
一

}一条贩毒罪
,

第一百七十三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的量刑幅度
。

刑法典原来规定走

私
、

投机倒把罪最重的刑罚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盗窃罪的最重刑罚是无期徒刑

; 贩毒罪的

最重刑罚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 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的最重刑罚是无期

徒刑
,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

这次为了狠狠打击那些情节特别严重的这几种经济犯罪分
一

子
,

补

充或修改 了原来的量刑幅度
,

即对这几种经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
,

改定 为
: “

处十
`

年以
_ _

卜

有期徒刑
、 _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可以片处没收财产
。 ”

原来没右规定无期徒刑的
,

增加了无

期徒刑的规定
。

原来都没有规定死刑
,

现在规定都可以判处死刑
。

并月
`

都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

以剥夺他们 重新犯罪的物质基础
。

第二
,

扩大 了涉及经济犯罪的国 家工作人 员应 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当前某些经济犯罪之所以如此猖撅
,

是同极少数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甚至某些相当负责

的干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
。

他们有的直接实施或参与经济犯罪活动
,

有的纵容
、

包庇犯罪

分子
,

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

因此
,

为了制 正或减少当前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
,

必须着

重解决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向题
。

只有对极少数党和国家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从重从严

加以惩处
,

认真追究他们有法不依
、

拘私舞弊
、

贪赃枉法甚至执法犯法的行为
,

才能有力地

打击社会上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煞住当前经济领域不正之风
,

保持和发

扬人民政府廉洁奉公的光荣传统
。

人大常委会针对这种情况
,

对我国刑法典中关于国家工作

人员犯罪所负刑事责任的规定
,

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
,

大大地扩 大了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

犯罪方面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体现了对 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从重从严惩处的方针
。

党和国家

对国家工作人 员采用这样的刑事政策
,

并把它具体化为法律
,

写进 《决定 》 的条文 中
,

具有
一

卜分重要的意义
。

这是运用刑法武器严惩我们队伍中极少数败类
,

争取教育和挽救更多干部
,

以保证四化建设能在党领导的这场反腐蚀斗争中顺利进行的一项有力的措施
。

这 一补充和修

改 也进
一

步体现了我国刑法所坚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

《决定 》 关
一

于扩 戈国家工作人员应负刑事责任范围的
一

些新的规定
, ,

可以概括为 卜列八

个方而
:

一
、

首先是对我国刑法第八十三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作 了更加明确的表述
。 《决

定 》
第一条 (一 ) 的第二款规定

: “

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
,

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
、

各

级行政机关
、

各级司法机关
、

军队
、

国营企业
、

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
,

以及其他各种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 ” 这显然比原来刑法第八十三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解 释 更 共

体
、

更明确了
,

特别是着重指出了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
、

行政机关
、

司法机关和军队 中的

国家工作人员
。

二
、

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犯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走私
、

套汇
、

投机倒把牟

取暴利罪
,

第一百五十二条盗窃罪
,

第一百七 十一条贩毒罪
,

第一百七十三条盗运珍 贵文物

出 l〕罪的
,

不再按刑法有关条文的规定处罚
,

而要按
《决定 》

第一条 (一 ) 关于这几种犯罪

量刑幅度的新规定从重处罚
。

这就是说
: (一 ) 除了比刑法原规定的刑罚加重以外

.

还要在加



重了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

必要时可以判处死刑
。

这当然是明显地加重 了国家工作人员的

刑事责任
。

(二 ) 刑法原来只对犯走私
、

投机倒把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了从重处罚 ( 见刑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
,

对触犯第一百五十二条盗窃罪
、

第一百七十一条贩毒罪
、

第一百七十三条

盗运珍贵文物出 口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

刑法原来没有规定比社会上的一般犯罪分 子 从 重 处

罚
。

这一次
,

在
《决定 》

中明文规定了
。

这就明显地扩大 了国家工作人 员在经济犯罪方面应

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三
、

补充和修改了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

第二款的罪名和量刑幅度
,

加重 了以国

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索贿
、

受贿罪的刑事责任
。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

第二款原

规定的罪名是收受贿赂罪
,

现在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明确地补充
、

修改为索取
、

收受贿

赂罪
。

原来规定的量刑幅度最高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现在
《决定 》

第一条 (二 ) 补充
、

修

改为
: “
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论处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

从最

高刑期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补充
、

修改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这当然是大大地加

重了这种犯罪的刑事责任
。

四
、

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 (无论是否司法人 员 ) 利用职务包 晓
、

窝藏
《
决定

》
第一条

(一 ) (二 ) 所列各种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
,

或者隐瞒
、

掩饰他们 的犯罪事实的
,

都按刑法

第一百八十八条询私舞弊罪的规定处罚
。

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拘私舞弊罪原来是专门针对司

法工作人 员在司法工作中拘私舞弊规定的
,

包括三个内容
,

即
:

( , ) 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

受追诉 ; (二 ) 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
; (三 ) 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

。 《
决

定
》
第一条

、

(三 ) 借用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
,

以从严惩处在当前几种严重的经济犯罪

活动中利用职务包庇
、

窝藏犯罪分子或为他们隐瞒
、

掩饰犯罪事实的那些国家工作人员
。

这

一规定
,

把作为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询私舞弊罪犯罪主体的司法工作人员扩大为一切国家工

作人员
;
给原来的拘私舞弊罪补充了新的内容

;
同时

,

还采用了较重的量刑幅度 (刑法第一

百六十二条原来规定对窝藏或者作假证明包庇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的
,

最高可以判处

十年以下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现在
,

对在经济犯罪中触犯窝藏
、

包庇等罪名的国家工作人

员
,

按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罚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可以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即

最高可判到二十年徒刑 ) ; 从而明显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加重了国家

工作人 员在经济犯罪中触犯包庇
、

窝藏等罪名时的刑事责任
。

另外
, 《决定

》
第一条 (三 ) 第二款还规定

: “

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或者已离职的国家工

作人员
,

犯上述罪行的
,

按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包庇罪的规定处罚
。 ”
这个规定

,

把国

家工作人员同他们的亲属
,

把在职的国家工作人 员同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 员
,

严格区别开来
,

也体现了
《决定

》
着重扩大国家工作人 员刑事责任范围

、

加重国家工作人 员刑事 责 任 这 一

精神
。

五
、

明确规定为
《决定

》
第一条 (一 )( 二 ) 所列犯罪分子销毁罪证或者制造伪证的

,

按

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伪证罪的规定处罚
。

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伪证罪有两个主要内容
,

即
:

(一 ) 故意作虚假证明
,

意图陷害他人 拭二 ) 隐匿罪证
。

量刑幅度是
:

(一 ) 一般的
,

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拭二 ) 情节严重的
,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
决 定

》
第 一 条

(三 ) 第三款
,

在经济犯罪方面
,

补充
、

修改了伪证罪的内容
,

规定凡是为
《
决定

》
第一条

(一 )( 二 ) 所列犯罪分子销毁罪证或者制造伪证的
.

都按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伪证罪的量刑

幅度处罚
。

这一规定
,

也很明显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 员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六
、

明确规定对执法 人员和揭发检举作证人员进行阻挠
、

威胁
、

打击报复的
,

按刑法第

一 百五
一

!
·

七条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或者第一百四十六条报复陷害罪的规定处罚
。

开哆法第一百

斤 1
、

七条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有两个主要内容
,

即
:

(一 ) 以暴力
、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 (二 )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
。

量刑幅度是
: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
、

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报复陷害罪的主要

l勺容是
: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

假公济私
,

对控告人
、

中诉人
、

批评人实行报复陷害
。

量

刑幅度是
:

(一 ) 一般的
,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汀二 ) 情节严重的
,

处二年以上七年

以 下有期徒刑
。 《决定

》
第一条 (三 ) 第四款补充

、

修改了刑法这两条的内容
,

突 出了在经济

犯罪方而
,

对执法人员和揭发检举作证人 员进行阻挠
、

威胁
、

打击报复的
,

要分别按刑法第

一 百五十 七条
、

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

这个规定
,

也明显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在经

济犯罪方面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七
、

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
《决定 》 第一条 (三 ) 各款所列罪行

,

如果是与
《决定 》

第
一

条 (
·

。 (
_

二)所列罪犯事前通谋的
,

一律以共同犯罪论处
。

刑法典原来只对窝藏
、

包庇罪

有事前通谋以共同犯罪论处的明确规定 (见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 )
。

现在
,

按照 《决定
》

这一条的规定
,

以共同犯罪论处的范围扩大了
:

国家工作人 员在经济犯罪方面
,

犯有拘私舞

弊罪
、

伪证罪
、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或报复陷害罪
,

而与 《决定
》
第一条 (一 ) (

一

二 ) 所列罪

犯事前有通谋的
,

一律以共同犯罪论处
。

这就是说
, 《决定

》
在这里补充了刑法总则关于共同

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
,

扩大了国家工作人 员在经济犯罪方面作为共犯负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

对共犯的处罚
,

一般说来
,

是要比单独一人犯罪更重一些的
。

因此
,

这也就是说
, 《决定 》

在

这一方面也加重了国家工作人 员的刑事责任
。

八
、

明确规定了对于
《决定 》

所列各种犯罪分子有追究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 不 依 法 处

理
,

或者因受阻挠而不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追究职责的
; 对犯罪人 员和犯罪事实知情的直接主

管人员
,

或者仅有的知情的工作人员不依法报案和不如实作证的
;
都要负刑事责任

。

分别比

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

第一百八十八条
、

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的读职罪处罚
。

刑法第一百八

十七条规定的是玩忽职守罪
。

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
、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是前面已经讲过的拘私舞弊罪
。

刑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的是司法工作人 员私放罪犯罪
,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情节

严重的
,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决定 》 的这一规定

,

很明显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 员

在经济犯罪方面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总之
, 《
决定

》 从上述八个方面补充和修改 了我国刑法的有关条款
,

针对国家工作人 员规

定 了各种涉及上述几种经济犯罪的刑事责任
,

大大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犯罪方面应负

刑事责任的范围
,

加重了国家工作人 员的刑事处分
。

这是 《决定 》 的 一个主要内容
,

也是
《决

定
》 的一个主要特点

。

第三
,

按照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

对 当前几种严 重的经济犯罪规定 了从宽
、

从严处

理 的期限
。

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
,

实行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这是我们多年来同犯罪进行

斗争行之有效的刑事政策
。

这一政策精神早己明确规定或体现在我国刑法的有关条款之中
。

例如刑法第六十三条明文规定 了自首的制度
,

以鼓励犯罪分子及早悔罪服法
、

改过 自新
。 《决

定 》 这次对待上述几种经济犯罪分子
,

同样也强调了要适用这一政策
。



《
决定

》
第二条补充了刑法总则的一些原则规定

,

用法律条文的形式
,

把对几种经济犯

罪采用的宽严结合的刑事政策具体地固定下来
,

即在
《决定

》
施行以前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

日以前 ) 犯罪的
,

一
、

只要犯罪分子在一九八二年五月一 日以前投案自首或者已被逮捕而如

实地坦 白承认全部罪行
,

并如实地检举其他犯罪人员犯罪事实的
,
就按

《决定
》
施行前的有

关法律规定处理
。

例如
,

自首的
,

按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处理
: “
可以从轻处罚

。

其中
,

犯罪

较轻的
,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犯罪较重的

,

如果有立功表现
,

也可以减轻或 者 免 除 处

罚
。 ”

二
、

凡在一九八二年五月一 日以前对所犯罪行继续隐瞒
,

拒不投案自首
,

或者拒不坦白

承认本人全部罪行
,

也不检举其他犯罪人员犯罪事实的
,

作为继续犯罪
,

一律按
《决定

》 的

规定处理
。

这样的规定
,

给一九八二年四月一 日以前犯罪的分子留下了及时悔改的机会
,

有

利于分化孤立并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犯罪分子
,

争取改造大多数愿意认罪悔改 的 犯 罪 分

子
,

同时教育更多的人
,

以达到争取进一步予防和减少这类犯罪的 目的
。

第四
,

规定 了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宣传解释
《决定 》 的义务

。

鉴于打击经济领域 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是当前全国政治
、

经济战线上一场严重的反腐

蚀斗争
,

对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关系重大
,

为了使
《决定

》 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

充分发

挥它打击经济犯罪的特殊作用
,

第三条特地明文规定
: “

所有国家机关
、

军队
、

企业
、

事业机

构
、

农村社队
、

政党组织
、

人民团体
、

学校
、

报纸
、

电台和其他宣传单位
” “

都有义务采取

一切有效方法
,

对全体工作人 员
、

指战员
、

职工
、

学生和城乡居民
,

反复进行通俗的宜传解

释
” ,

以便做到家喻户晓
,

人人皆知
。

三
、

认真执行 《决定》 的各项规定
,

胜利完成打击经济犯罪的任务

运用刑法武器严惩经济犯罪
,

是在当前形势下
,

党所领导的反腐蚀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

为了更好地运用刑法武器
, 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

《决定
》 的各项规定

,

全国

人民都应当认真学习这个
《决定

》 ,

并协助党和国家执行这个
《决定 》 。

各级政法部门的工作人

员更需要努力学习
《决定

》
的基本精神和各项具体规定

,

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同经济

犯罪作斗争的形势
,

深刻领会党和国家提出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刑事政策
,

把形势
、

政策

同适用刑法
、

贯彻
《决定 》

有机地统一起来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好地完成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的任务
。

打击经济领域 中的犯罪活动
,

实质上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

由于特定的历史

条件
,

它必然是长期的
、

持久的
,

是当前也是今后长时期内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重大任

务
。

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

它牵涉的面很广
。

因而
,

在我们强调运用刑法武器

严惩经济犯罪的同时
,

还必须看到
,

为 了夺取斗争的胜利
,

不是单靠刑法手段所能奏效的
。

从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的角度来看
,

我们还必须认真领会和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对犯罪实

行综合治理的方针
。

这就是说
,

为了予防
、

减少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
,

我们还必须动员全国

人民从各个方面进行这项工作
。

例如结合当前我们国家的精简工作
,

建立
、

健全各项经济管

理制度
;
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
。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 日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了
《
关于打击经济领域 中严重犯罪活

动的决定
》 ,

进一步明确了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方针
、

政策
,

号召全党
、

全军
、

全

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坚定不移
、

坚持不懈地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
。

要求在这场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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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方而态度要坚决
,

打击要有力 ; 另一方面
,

重点要明确
,

步骤要稳妥
,

工作要做细
。

同时要求各级党政军组织要坚决保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决定 》 的贯彻实施

。

深信只要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在党的领导下
,

实行综合治理
,

配合各方而的 l 作
,

充分发挥刑法

武器的特殊作用
,

依法办事
,

认真贯彻执行
《决定

》 的各项规定
,

我们就一定能在这场斗争

中取得打 击经济犯罪
,

予防和减少经济犯罪的胜利
。

试论惩罚与教育改造

廖 增 均

惩罚与教育改造
,

是适用刑罚与执行刑罚中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

牵涉 l顶较少
` 。

卞文仅

就我国刑罚对犯罚分 价迸行惩罚和教育改造的作用进行分析
,

阐明其宗旨
,

以与所谓
“ 重刑

主义
”
和刑罚缓和论划清界限

。

我国刑罚是通过惩罚威慑和教育改造达到预防犯罪
、

减少犯罪最终消灭犯罪 的
、

种 手

段
。

刊罚的日的在于预防犯罪
,

占今中外法学家早已提出过
。

如我国占代的
“
以刑去刑

” 、

“
开」期无刊

” ; 会大和】的贝卡利亚提出的 “ 刑罚的口的
,

只是阻 止仃罪的人再危宵社会
,

井

制 i[l 其他 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 。

( 《论犯罪和刑罚 》 ) 但如何实现这
,

日标
,

各 勺为 仁张却

不
·

样
。

幸卜非说
: “ 所谓重刑者

,

好之所利者细
,

而上之所加焉者 人也
。

民以小利蒙 人粉
,

故奸必止者也
。

所谓轻刑者
,

奸之所利者大
,

上之所加焉者小也
,

民慕利而傲其罪
,

故好不

止也
” 。

他提出
: “ 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

,

此所以为治也
。 ” ( 《六反篇

》 ) 认为对轻

罪用重刑
,

才能制止奸邪
。

资产阶级的
“ 报应刑 ” 论者也认为

,

刑罚的本质是给人以痛苦
,

刑罚给予犯罪分子的痛苦
,

必须大于犯罪分子因犯罪而得到的快乐
,

才能制止犯罪
。

这就是

重刑上义的主张
,

是那个时代刑罚的野蛮
、

残酷和滥施肉刑
、

酷刑的理论依据
。

在这以后
,

另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又主张在处理犯人时应当首先强调改造
。

他们从人性论和 人道 主 义 出

发
,

强调开U罚的
“
缓和

” ,

如广泛使用 “ 缓刑
” 、 “

罚金
”
等等

。

姆这些 卜张也遭到非议
,

囚为
一

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因采取此类措施而解决 了犯罪问题
,

相反地
,

犯罪率却急剧

上升
。

我国的刑罚包括惩罚与教育改造两方面的内容
,

与上述主张迥然不同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 利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 (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 )

的行为的一种 白卫手段
。 ” ①我国刑罚的重要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

,

保护人民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
。

刑罚是有别于行政处分
、

民事制裁等的最严厉的法律强制方

法
。

它的效果主要是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

剥夺他们继续作恶
、

危害社会的条件
,

使共

知罪悔罪
,

不敢重新犯罪
,

并使一些企图犯罪的人悬崖勒马
,

不敢以身试法
。

因此刑罚具有

威慑
、

惩罚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

但是
,

刑罚的惩罚
、

威慑作用
,

并不在于施行严刑峻法
,

采取重刑主义
。

我们认为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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