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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
,

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罪犯所施行的法律制裁
,

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

抗和惩罚违法犯罪活动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手段
。

国家用刑罚这个手段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的目的
。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

是多数人对少数人

的专政
。

卫人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消除几千年来罪恶的私有制
,

是要改造社会
,

改造 人类
,

最后解放全人类
。

因此
,

新中国所实施的刑罚是惩罚犯罪和改造罪犯
,

达到对犯罪的一般性

预防和特殊性预防的 目的
。

本文着重从特殊性预防的角度
,

探讨一 下我国刑罚的改造作用
。

一
、

我国的刑罚
,

乃是国家以强制力惩罚犯罪的手段
,

但其实质是教育人

我国的刑罚在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和惩罚违法犯罪活动这 一点上
,

与其它统治阶级是相

同的
,

但它打击的锋芒始终是对准反革命分子和其它重大刑事犯罪分子
。

由于真理和正义在

手
,

刑罚的适用不仅具有惩罚犯罪的作用
,

而且也具有改造
、

教育罪犯和预防犯罪的作用
。

我们对待犯罪分子是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
、

改造人类的历史使命出发
。

在对他们适用刑罚的

时候
,

不采用严刑峻法
,

不搞惩办主义和报复主义
,

而是给罪犯以出路
,

实行惩办与宽大相

结合
、

劳动改造 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
,

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
。

所以
,

在我国

的刑罚方法中
,

废除 了残酷的肉体刑和侮辱人格的丑辱刑
。

虽然还有死刑
,

但在适用 上严加

控制
,

极为填重
,

而且还创造 了 “ 死缓 ” 的制度
。

主要 目的
,

仍然还是教育人改恶从善
。

在

刑罚的运用中还实行了 “ 减刑
” 和 “ 假释

”
等制度

。 《刑法 》
第七于

一 条规定
: “ 在执行期

间
,

如果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
,

可以减刑 ” 。

第七十三条规定
: “ 如果确有悔改表现

,

不

致再危害社会
,

可以假释
” 。

这就说明
,

我国的刑罚从内容到方法以及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中
,

都体现了惩中有教
、

惩前毖后
、

改造人
、

教育人的基本精神
。

二
、

我国刑罚在强迫劳动改造罪犯中的特殊的
“ 治病救人

” 作用

我国除依法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外
,

对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

和死缓的罪犯
,

都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

》
精神

,

分别投入监狱
、

劳改队和

少管所
,

以组织他们从事工
、

农业大生产的途径进行劳动和教育改造
。

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
,

向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
,

在吃
、

穿
、

住
、

医疗
、

卫生等方面
,

给予

足以维持身体健康的人道待遇
。

我国监狱
、

劳改队这种对罪犯执行刑罚的方法
,

使犯人在一

定的范围内可以有 自由地从事生产活动和生活
,

这比旧的囚犯坐牢和关小号要人道得多
,

先

进得多
,

这是新中国在刑罚实施上对旧监狱的改造和创新
。

我国这种依法实施刑罚的改造人

的政策
,

不仅有效地改造 了国民党战犯
、

伪满战犯
、

日本战犯
,

而且还改造了清末皇帝
,

完

成了改造大批历史反革命犯和刑事惯犯的任务
,

得到了广大 人民群 众的好评
,

也受到了绝大

多数罪犯本人及其家属的欢迎
。

一些外国朋友参观了我国监狱
、

劳改队
,

了解了我国的刑罚

制度后
,

说 “ 这是人道主义的典范
” , “ 是人间奇迹

” 。

党的十
一 届三中全 会 以 后

,

根 据



罪犯的大多数是青少年刑事犯的特点
,

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刑罚改造的方法
,

又作了进一步调

整
,

提出了
“ 教育

、

感化
、

挽救
” 的新政策

。

劳改机关的工作干部对待青少年刑 事 犯 的 改

造
, “

象父母对待害了传染病的孩子
,

医生对待病人
,

老师对待学生
” 那样

,

做细致耐心的

教育
、

挽救工作
。

据 了解
,

近几年来
,

全国各地的监狱
、

劳改队
、

少管所都进一步改进了对

犯人的人道待遇
,

增设了教育机构
,

积极配备了专职教员
,

大力提高管教人员的工作水平和

质量
。

浙江省有的监狱和劳改队把对犯人的文化教育和生产技术的培训正式纳入业余教育的

轨道
,

办起了扫盲班
、

高小班
、

中学班
、

农学班
、

电机班
、

医务班
、

外语班
,

并在县教育局

备 了案
,

定期考试
,

合格者
,

教育局正式发给毕业证书
。

这样就把文化
、

技术教育与培植精

神文明和改造罪犯成新人结合起来
。

黑龙江省有的劳改队通过劳动和教育
,

每年对犯人学文

化和生产技术作两次全面考核
,

先后给国家造就 了车
、

钳
、

铣
、

刨
、

制图
、

电焊
、

水暖
、

泥

瓦等各工种的四到六级技工一千五百多人
。

河北某监狱在劳动改造罪犯中
,

有计划
、

有领导

地组织老犯人带青年犯人结合实际学技术
、

学科学
,

先后培训出了一百一十名建筑工程技术

人员
,

并且有五分之一的人经考核已达到工程师水平
。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刑罚起到了改造人

和为社会造就人材的特殊有效作用
。

三
、

刑罚
“
在残酷中生

、

人道中死
”
的规律性

刑罚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

它和犯罪一样都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
、

社会划分为阶级并产

生了国家而出现的
。

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 自己的统治
,

对被统治者进行镇压的一 种 暴 力 手

段
。

据历史记载
,

我国从夏商时代的奴隶社会开始
,

就已有了监狱
。

当时常用的刑罚方法
,

如
:

剖腹
、

活埋
、

炮烙等等
,

都十分残暴
。

奴隶社会发展到周穆王时
,

他把刑罚归纳为
“
五刑

” ,

即墨 (刺面 )
、

剔 (割鼻 )
、

利 (断足 )
、

宫 (男子去势
,

女子幽宫 )
、

大辟 (死刑 )
。

用

残酷的肉刑来维护其统治地位
。

封建社会的刑罚也很残忍
。

汉武帝时期
,

死罪律就有四百多条
。

刑罚方法
,

如
:

车裂
、

腰斩
、

袅首
、

凌迟等
。

到汉文帝时
,

曾废除了墨
、

刻
、

朋三种肉刑
,

改为答刑
,

名义是减轻

刑罚
,

实际仍属酷刑
。

资本主义社会的刑罚
,

作为历史的一个进步
,

曾取消了法律士
、

的公开的不平等
,

在刑罚

上缩小了死刑的适用范围
,

废除了某些中世纪的野蛮的杀人方法和残伤肢体的刑罚
,

但他们

常常是言过其实
,

在本质上有很大的虚伪和欺骗性
。

例如
:

希特勒的炼人炉
,

资本主义国家

的电刑
、

绞刑
,

也都是极其残忍的
。

另外
,

资产阶级通过
“ 罚金赎罪

”
等形式

,

解脱 了有产

者的徒刑罪责
,

把惩办的锋芒对准无产者和劳动人民
。

历史的进程
,

发展到了今天
,

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法
,

其总趋势是由
“

刚性
” 逐步向

“
柔

性
” 过渡

,

国家刑罚的实施方式
,

总的历史趋势也是由野蛮
、

粗暴逐步走向进步和文明
。

社

会主义新中国的刑罚执行方法主要是以组织大生产建办劳改企业的形式
,

对绝大多数罪犯实

行劳动改造
,

把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结合起来
,

而且是着重于改造人
。

这在刑罚的内容
、

方

法和作用上有了
“
质

”
的改进

,

有了真正的人道主义
。

罪犯判刑劳改
,

通过强迫劳动改造的

途径
,

一批又一批地改造成为新人
,

这就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
、

减少犯罪
,

并且逐步走向最

后的消灭犯罪
。

刑罚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也就在不断地改造罪犯成新人中
,

随着犯罪问题的

日益减少而逐步走向最后消亡
。

因此
,

刑罚随着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过程
,

在
“ 残酷中生

、

人道中死
” ,

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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