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性收入 ll f J匀也收入两大类
。 一
仁资性收入 可采取一年一 报的办法

,

以减少 巾报的工作量 , 其

他收入可规定一定数额以
_

L ( 如五百元 以上 ) 的随时申报
,

规定数额以
一

『的一年一报
。

承办

财产申报工作勿需另设机构
,

由公职人员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承办即可
。

建
一

祝健 全 这 一 制

度
,

既可以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日常监督
,

又可为司法机关惩治公职人员
“

不能说明

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罪
”
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

2
.

明确这一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秩序
。

111于公职人员所拥有的巨额财产来源到底是否合法
,

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确凿证据以前
,

还是一个
“

未知数
” 。 《 补充规定 》 将差额部分以

“

非法所得论
” ,

也是一种推论性非法所

得
,

不是实际的非法所得
。

因而
,

不能就此认定该公职人员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和其他

从事的公务秩序
。

笔者认为
, “

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罪
”

所侵犯的客体
,

是司法机关

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
。

由于接受司法机关责令
,

说明巨额财产来源
,

是公职人员所处的
“

公

职
”
地位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

因此
,

可以考虑在将来修改 《 刑法 》 时
,

将
“
不能说明巨额财

产来源合法罪
”

纳入
“

续职罪
”
一章

。

( 作者单位
:
最高人 民检察院 )

贵任编辑
:
庄 立

资 格 刑 比 较 研 究

陈 兴 良

在刑法理论上
,

根据刑罚剥夺的内容
,

可以把刑罚方法分为生命刑
、

自由刑
、

财产刑和

资格刑
。

前三种刑罚方法因其性质的严厉性 ( 例如生命刑 ) 或者适用的普遍性 ( 例如自由形

和财产刑 ) 而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 相比较之下
,

资格刑受到明显的冷落
。

本文拟对资格刑

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
,

并对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及其发展完善略述己见
,

以期对资格

刑的深入探讨
。

资格刑孕育于名誉刑
,

蜕变于耻辱刑
,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 史演进过程

。

考察资格刑的

内容嫂变的逻辑进程
,

名誉刑应该是出发点
。

( 一 ) 名誉刑

名誉刑源自罗马法
。

在罗马法中
,

凡享有权利能力的人
,

就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

罗马社

会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名誉
,

因为名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权利的享受
。

所谓名誉在罗马法中是

指普通人应有的声誉
,

而不是超群出众的威名
。

所以
,

名誉健全
,

则享有各种公权和私权
。

名誉消灭
,

则丧失各种权利
,

例如 自由权或市民权
。

名誉减损
,

则权 利的行使受到限制
,

但

人格并不因此丧失
。

在罗马法中
,

受名誉减损处分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情 况 :
第 一

,

不 能 作

一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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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 《 十二铜表法 》 规定在要式买卖或其他要式行为中的证人

,

事后拒绝作证的
,

即丧失作

证的能力
,

同时亦不得请他人为之作证
。

此项制裁
,

极为严厉
。

因罗马时代所有重要的法律

行为一般都要凭证人为之
。

故不能作证
,

无异于取消其处分财产的权利
。

第二
,

丧廉耻
。

丧

廉耻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也不得服兵役
,

其诉讼权亦受限制
。

丧廉耻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三类
:
一是由于犯罪经判决的

,
二是由于不名誉的事实的

,

三是从事卑 贱 职 业 的
。

第

三
,

污名
,

指虽无法定或官员指定的原因
,

但因行为卑劣而为人们所蔑视的
。

污名纯属事实

间题
,

故又称事实上的丧廉耻
。

有污名的人不应委托其担任那些需要有诚实
、

信用品质的职

务
。 ① 以上罗马法中减损名誉的处分

,

还不是一种纯粹的刑罚方法
,

而是和民事制裁方法混

杂在一起
,

是后世资格刑的胚胎
。

( 二 ) 耻辱刑

如果说
,
名誉刑以剥夺名誉为内容

,

它是以一个人具有某种名誉为前提的
。

那么
,

耻辱

刑是以对一个人施以耻辱
,

使其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为内容的
。

耻辱刑是伴随着肉刑而

出现的
,

是刑罚报复观念的产物
。

中国古代刑罚无不具有耻辱性
,

一经施行
,

除死刑以外
,

使人终身痛苦不息
。

统怡者正是有意识地利用肉刑所附属的耻辱性及某些特定的耻辱刑
,

对

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
。

在西方中世纪
,

盛行肉刑
,

刑罚十分残酷
。

例如
, 1 6 4 9年俄国会典中

规定了斩首
、

纹刑
、

溺刑
、

焚刑
、

活埋
、

以熔化的金属液注入咽喉
、

肢解和车裂等刑罚
,
这

些刑罚都带有耻辱性
。

会典还规定对社会上层分子适用械夺官职
、

剥夺名誉等羞 辱 性 的 惩

罚
。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罗伯斯比尔在 《 革命法制和审判 》 一书中深刻地指出这

种以耻辱作为邢罚的现象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

耻辱邢也被彻底废

除
。

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
,

耻辱刑这个概念仍被使用
。

例如
,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

在 《 论犯罪和刑罚 》 一书中专节讨论丑辱刑 ( 即为耻辱刑 ) 问题
。

贝氏指出
: “

对于涉及到

名誉一一即公民有权要求别人给他的一部分正当的尊敬一一的人身的欺凌罪
,

应当判处丑辱

刑
。

这种丑辱是公众谴责的标志
,

即剥夺有罪的人所享有的社会对他的尊敬
。 ”

显然
,

贝卡

里亚在这里所说的耻辱刑
,

是指运用道德遗责来实现刑罚的效果
,
因而其蕴含已经与我们今

天所说的资格刑相去不远
。

在这个意义
_

卜说
,

贝卡里亚在资格刑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

( 三 ) 资格刑

及至近代
,

资格刑正式出现
,

但在立法上仍沿用名誉刑的概念
。

例如 181 。年 《 法国刑法

典 》 第 1条明确将名誉刑与惩治刑
、

身体邢相提并论
,

是对重罪适用的一种刑罚方法
。 《 法

国刑法典 》 第 8条规定
: “

下列之刑为名誉 刑
. 一

、

枷 项 , 二
、

驱 逐 出境 , 三
、

剥 夺 公

权
” 。

根据 《 法国刑法典 》 第 6条的规定
,

定期禁止行使某些公民权
、

民事权或亲属权
,

属

于惩治邢
。

但从现代观念来看
,
这种刑罚显然属于资格刑的范畴

。

由此可见
,

1 8 10 年 《 法国

刑法典 》 中的资格刑
,

从名称到内容都还没有完全成熟
,

较深地打上了古罗马法中名誉邢的

烙印
。

较为成熟的资格刑立法
,

始于 1 87 1年 《 德国刑法典 》 。 《 德国刑法典 》 规定了公权剥

夺这一刑罚
,

实系资格刑
。

公权剥夺的内容分为两部分
: 一是对过去取得的权利等的剥夺

。

《 德国刑法典 》 第 83 条规定
: “

受公权剥夺之宣告时
,

终身丧失因公权而得之权利
、

官职
、

① 今见周招峪
: 《 罗牙法 , ,

群众出版社 19 8 3年版
,

第69 一 8 1页
.

② 今见陈盛清主偏
. 《 外国法侧史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8 2年版
,

第 13 4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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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
、

尊称
、

勋章
、

奖章
。 ”

二是对将来取得名誉的能力的剥夺
。 《 德国刑法典 》 第 3 4条规

定
:“

公权剥夺
,

前条外
,

于其判决所定之期间内
,

丧失下列之能力
:
第一

,

佩用国之徽章

之能力
。

第二
,

就位于德意志军队及帝国海军之能力
。

第三
,

受官职
、

爵位
、

尊称
、

勋章和

奖章之能力
。

第四
,

关于公共之事务为决议
、

为选举
、

与被选举
、

及其他行使政权之能力
。

第五
,

于证书作成之际为证人之能力
。

第六
,

为监护人
、

监督监护人
、

保佐人
、

母 之 辅 助

人
、

亲族会员
,

及财产管理人之能力
。

但为其卑属亲之事
,

得监护法院或亲族会之许可时
,

不在此限
。 ”

在刑法理论上
,

把 《 德国刑法典 》 第 33 条的内容称为权利刑
,

而把第 34 条的内

容称为能力刑
,

这就是权利刑与能力刑这两个概念的由来
,

实际上两者都属于资格刑
。 《 德

国刑法典 》 把剥夺权利与剥夺能力合为一体
,

前者针对已然
,

后者指向未然
,

逻辑严谨
,
堪

称资格刑立法之楷模
。

二

当今世界各国大多有资格刑的规定
,

只不过内容存在繁简之分而 已
。

对各国资格刑立法

的横向比较
,

可以从中概括出资格刑的性质
。

( 一 ) 资格刑的地位

资格刑的地位是指资格刑在一个国家刑罚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
,

主要是指资格刑是主刑

还是附加刑
,

抑或既可 以作为主刑又可以作为附加刑
。

关于这个间题
,

各国规定大约可 以分

为以下三种情况
:

1
.

作为附加刑
。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资格刑作为附加刑适用
,

这些国家 是
: 罗 马 尼

亚
、

波兰
、

意大利
、

西班牙
、

巴西等
。

在这些国家的刑法典中
,

资格刑只是作为基本刑罚的

补充而存在的
,
它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

只能附加适用不能独立适用
。

2
.

既可作为主刑又可作为附加刑
。

在有些国家
,

资格刑既可作为主刑
, 又可 作 为 附 加

刑
。

例如 《 朝鲜刑法典 》 第 29 条第二款规定
:
剥夺一定权利

、

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或营业可

以单独判处
,

也可以作为基本刑罚 ( 主刑 ) 的附加刑而判处
。

3
.

某类资格刑只能作为附加刑
,
某类资格刑既可作为主刑又可作为附加刑

。

例如 《 苏俄

刑法典 》 规定了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

撤职
、

剥夺军衔或专门称号三类

资格刑
。

根据该法典第 2 2条的规定
,

前两类资格刑既可作为主刑又可作为附加刑
,

第三类资格

刑则只能作为附加刑适用
。

从世界各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
,

还未见到将资格刑完全规定为主刑的立法 例
。

由此 可

见
,

资格刑基本上是一种附属于其他刑罚方法而存在的刑罚方法
。

资格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

位
,

与生命刑
、

自由刑
、

财产刑相比
,

都是等而下之的
。

我们认为
,

客观地承认这一点
,

丝

毫也无损于资格刑的意义
。

相反
,

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资格刑的特点
,

以便科学地确立其在

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

( 二 ) 资格刑的种类

资格刑是一个理论范畴
,

它所概括的是某一类刑罚方法的共性
,
这类刑罚方法都以剥夺

犯罪人的某种资格为内容
。

由于资格的性质存在差别
,
为此

,

各国刑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资

格刑
。

从世界各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
,

资格刑的主要类型有以下这些
:

1
.

剥夺一定的权利
, 。

剥夺的权利包括
:

( 1 )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 2 ) 担任与国家权利

之行使有关的职责之权利 ( 3 ) 担任在性质上与犯罪分子借以犯罪之职务相同的职务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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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4 ) 亲权 ,
( 5 ) 充当监护人与被信托人的权利

, ( 6 ) 丧失为陪审员
、

证人及提起控

诉之资格 ,
( 7 ) 丧失携带武器

,

为国家防卫军
、

服军职及在教育机构传授之权利 , ( 8 ) 学

位
、

荣誉
、

勋奖及其他公共之荣衔;
( 9 ) 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给付之薪水

、

年金及津贴 , … …

从以上列举来看
,

剥夺一定的权利的内容十分广泛
,

剥夺的权利有政治方面的 ,有经济方面的 ;

有民事方面的 , 有人格方面的
。

由于剥夺权利的内容过于庞杂
,

一经判决全部剥夺
,

可能导致

刑罚过剩
,

因此有些国家刑法典将剥夺权利限于政治方面
,

而把亲权
、

荣誉等内容独立出来
。

2
.

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
。

在不同国家
,

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有各种不同的称呼
, 《 苏俄

刑法典 》 称为撤职 , 《 波兰刑法典 》
称为禁止担任特定职务

, 《 瑞士刑法 》 称为剥夺官职 ,

《 土耳其刑法典
》 称为撤销公职

。

尽管称呼不同
,

但基本内容大致相同
,

其适用对 象 均 为

担任一定职务的犯罪人 , 适用条件是犯罪人滥用了这种职务
,

或者法院认为犯罪人不适宜继

续担任这一职务
。

3
.

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
。

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是指剥夺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权利
。

这一

资格刑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犯罪
,

例如 《 意大利刑法典 》 第 31 条
,

判处剥夺营业权利之案

件是妨害职业
、

营业
、

企业
、

商业
、

手工业或与其有关之义务而被处罚者
。

这里所谓剥夺营

业权利
,

就是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
。

4
.

禁止驾驶
。

驾驶也是一种职业
,

但在不少交通发达的西方国家
,

交通肇事犯罪严重
,

因此
,

禁止驾驶往往规定为一种特殊的资格刑
,

例如 《 西德刑法 》 第“ 条就是如此
。

5
.

剥夺荣誉称号
。

剥夺荣誉称号是许多国家刑法规定的资格刑种类
,

一般都作为附加刑

适用
。

例如 《 苏俄刑法典 》 规定
,

剥夺军街或专门称号
,

只可以作附加刑适用
。

e
.

剥夺亲权及其他民事权利
。

亲权是指父母基于其身分对子女特有的权利和义务
。

某些

国家刑法规定当实施违背亲权人义务的犯罪时
,

法院可以判处剥夺亲权的资格刑
,

例如 《 瑞

士邢法 》 第 53 条就有关于剥夺亲权及监护权的规定
。

有些国家刑法规定
,

除剥夺亲权外
,

还

剥夺夫权
、

财产管理权与财产处置权等民事权利
,

称为剥夺民事权利之刑
。

例如 《 西班牙刑

法典 》 第43 条就有这样的规定
。

7
.

剥夺国籍和驱逐出境
。

国籍是指一个人作为某一国家的公民 ( 或国民 ) 的资格
。

国籍

的取得有两种情况
:
一是与生俱来的

,

二是归化的
。

一般来说
,

对于与生俱来的国籍不能剥

夺
。

但对于归化而取得的国籍
,

某些国家的刑法规定可以剥夺
。

例如 《 西班牙刑法典
’

》 第34

条对外国人归化取得西班牙国籍者规定了丧失西班牙国籍之刑
。

驱逐出境作为资格刑
,

一般

是对外国人适用的
。

例如 《 瑞士刑法 》 第 5 5条就有这样的规定
。

( 三 ) 资格邢的期限

资格刑除个别种类
,

例如剥夺荣誉称号等没有期限以外
,

其他资格刑大多都有期限的规

定
。

就资格刑的期限而言
,
可 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

1
.

终身剥夺
。

资格刑的终身剥夺
,

一般适用于犯有重罪的人
。

例如 《意大利刑法典》第 29

条规定剥夺公权适用于宣告无期徒刑及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人
、

常习性犯罪
、

常业性犯罪

及有犯重罪倾向性格者
。

2
.

定期剥夺
。

资格刑的定期剥夺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罪人的某种资格
。

至于定期剥夺

的期限
,
各国规定不尽相同

,
有规定一定幅度的

,
例如 《蒙古刑法典 》第22 条规定为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 , 也有的仅规定最高限度的
,

例如 《朝鲜刑法典》第40 条规定为不得超过五年
。

在定

期剥夺的情况下
,

剥夺资格的效力一般都及于主刑执行期间
。



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
,

主要是指剥夺政治权利
,
同时还包括驱逐出境和剥夺勋章

、

奖章

和荣誉称号
,

以及剥夺军衔
。

( 一 ) 剥夺政治权利

在我国刑法中
,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人参加管理国家的政治活动的权利的刑罚方

法
。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

剥夺政治权利既可附加适用
,

又可独立适用
。

由于反革命罪是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

因此法律规定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

但构成反革命

罪的
,

除中国公民以外
,

还有外国公民
。

那么
,

对构成反革命罪的外国公民是否存在应当剥

夺政治权$Jl 的问题呢 ? 我们认为
,

只有具有的东西
,

才可以剥夺
。

不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
,

不享有中国公民享有的法定的政治权利
,

因而即使在我国犯了反革命罪
,

也不必剥夺他不具

有的那些政治权利
。

在司法实践中
,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

是与我国刑法第 52 条的 规 定

不严谨有关
。

在修改刑法的时候
,

可 以将刑法第 52 条
“

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
”

修改为
“

对于构成反革命罪的中国公 民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 ,

或者在刑法第 52 条增

设一款
: “

上述规定不适用于外国公民
” 。

( 二 ) 驱逐出境

在我国刑法中
,

驱逐出境是强迫犯罪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国 ( 边 ) 境的刑罚方法
。 ’

已只能

对犯罪的外国人适用
,

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
,

因而没有列入一般刑种之内
。

驱逐出境是否

属于资格刑
,

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尚无人论及
,

但有解释的必要
。

我们认为驱逐出境属于资格

刑
,

因为它具有资格刑的本质属性
。

对犯罪人一定的资格的剥夺是资格刑的本质属性
。

驱逐

出境剥夺的是外国人在中国居留的资格
。

应当指出
,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居留资格已经为中

国法律所确认
,

例如 《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 第 14 条规定
,

根据需要在中国长期居留的外国

人
,

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批准
,

可以获得长期居留或者永久居留资格
。

外国人在中国居留
,

应当遵守中国法律
。 一

匕述法律还规定
,

对于不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人
,

中国政府主管机关可

以缩短其在中国停留的期限或者取消其在中国的居留资格
。

显然
,

外国人在中国犯罪
,

法院

判处驱逐出境
,

正是对其在中国的居留资格的剥夺
,

因而它是一种资格刑
。

( 三 ) 剥夺荣誉称号

我国刑法并无剥夺勋章
、

奖章和荣誉称号的规定
, 《 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 暂 行 条 例 》

( 以下简称
《 暂行条例 》

) 第 24 条规定对于危害重大的犯罪军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加适用

这一刑罚
。

由此可见
,

这一资格刑具有适用对象的特定性—
军人

,

和适用内容的独特性
—剥夺勋章

、

奖章和荣誉称号这两大特征
。

关于剥夺勋章
、

奖章和荣誉称号是否属于剥夺政治

权利
,

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 一是肯定说

,

认为 《 暂行条例 》 相当于刑法 分 则 第 九

章
,

是刑法的一部分
,

对勋章
、

奖章和荣誉称号的剥夺也是附加剥夺
,

应该是剥夺政治权利

的一种
,

不是独立的资格刑
。

二是否定说
,

认为邢法是普通法
, 《 暂行条例 》 是特别法

,

特

别法的效力优于普通法
,

不能把它看作刑法分则第九章
。

刑法第 50 条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

内容不包括剥夺勋章等
,

因此它是一种独立的资格刑
。 ①我们认为

,

上述第二种 观 点是 正

确的
。

剥夺勋章
、

奖章和荣誉称号之所以不属于剥夺政治权利
,

就是由它所具有的适用对象

① 参见
: 《 中国刑法词 典 》 ,

上海学林 出版社 19 8 9年版
,

第 4 04 一 40 5灭
。



的特定性和适用内容的独特性这两个特征所决定的
。

如果说
,

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属于

一般的资格刑, 那么
,

剥夺勋章
、

奖章和荣誉称号就属于特殊的资格刑
,

两者不 可 混 为 一

谈
。

( 四 ) 剥夺军衔

剥夺军衔作为对犯罪的军官适用的资格刑
,

曾在 19 5 5年的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

例 》 中规定
。

及至 19 6 5年
,

我国废止了军衔制度
。

因此
,

在刑法和 《 暂行条例 》 中都没有关

于剥夺军衡的规定
。 1 9 8 8年我国恢复军指制度

,

根据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 第 27

条规定
: “

军官犯罪
,

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

由法院判决剥夺

军衡
” 。

由此可见
,

剥夺军衔是一种独立的资格刑
。

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在惩治犯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是我国刑罚体系的有 机 组 成 部

分
。

但我国刑法关于资格刑的立法
,

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

有必要在借鉴外国立法 例 的 基 础

上
,

根据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加以修改完善
。

( 一 ) 资格刑的扩大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
,

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重刑
,

主要适用于反革命犯和其

他严重的刑事犯罪人
。

由于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剥夺政治权利曾经作为一种专

政措施
,

适用于专政对象
,

而且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

因此
,

这一刑罚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

彩
。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
,

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种资格刑
,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惩治

犯罪的社会需要
。

为此
,

我们认为在修改刑法的时候
,

应当将剥夺政治权利改称为剥夺一定

的权利
,
其所剥夺的权利包括下述内容

:

1
.

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
。

在现实生活中
,

某些犯罪
,

尤其是经济犯罪
,

都与犯罪人

的职业有关
,

犯罪人是利用这种职业或者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进行各种犯罪活动
。

对于

这种犯罪人
,

有必要判处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
,

既作为对其犯罪的一种惩罚
,

也是防止

其利用
门

职业再犯罪的一种手段
。

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
,

其实际效果相当于行政处罚中的

吊梢食业执照
。

我国荆法学界主张将吊销营业执照规定为刑罚的不乏其人
,

这一建议有其可

取之处
。

但在法律上表述为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较妥
,

它的实际效果虽然与吊销营业执

照相似
,

但法律蕴含却有所差别
:
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作为一种刑罚

,

不仅仅是一个吊

销营业执照的间题
,

而且是对营业权利的剥夺
,

其否定的社会
、

法律评价的严厉性显然重于

作为行政处罚方法的吊销营业执照
。

2
.

剥夺担任特定职务的权利
。

在现实生活中
,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最有发生
,

这些犯

罪往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在从事职务活动的过程中实施的
,

对国家和人

民利益危害极大
。

为此
,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在从事职务活动的过程中实施犯罪的人
,

有必要判处剥夺担任特定职务的权利
,

以示惩罚与警戒
。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
,

剥夺政治权利

包括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企业
、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

这一

内容大体上就相当于剥夺担任特定职务的权利
。

我们认为
,

特定职务这个概念具有较大的包

容性
,

可以把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

剥夺担任企业
、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

的权利等内容都包括进去
,

因而没有必要再一一列举
。

3
.

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剥夺选择权和被选举权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核心内容
。

因为在



现代法治国家
,
公民主要是通过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来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

因此
,

对于那些政治犯罪
,

应当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4
.

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
。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宪法所规定的
,

公民的言论 自由
、

出版 自

由
、

游行示威自由等各项权利
。

这些权利是宪法斌予的
,

但宪法同时又规定
,

公民在行使自

己权利的时候
,

不应妨害他人行使这些权利
,

并不得危害社会利益
。

有些犯罪人滥用公民权

利
,

甚至利用这些权利来实施犯罪
。

为此
,

有必要予以剥夺
。

( 二 ) 资格刑的分立

资格刑的分立首先是指资格刑种类的增加
。

我国邢法中的资格刑包括剥夺政治权利与驱

逐出境两种, 此后 《 暂行条例 》 和 《 军衔条例 》 分别补充了剥夺荣誉称号和剥夺军衔
。

我们

认为
,

在修改刑法的时候
,

除将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剥夺一定的权利以外
,

驱逐出境和剥夺军

衔应予保留
。

剥夺荣誉称号
,

现在只适用于犯罪的军人
,

我们认为有必要扩大适用对象和剥

夺内容
。

就适用对象而言
,

扩大到一般人 , 就剥夺内容而言
,

扩大到国家授予的其他荣誉称

号
,
例如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等

。

这样
,

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就可以分为四种
:
对一般人适用

的是剥夺一定的权利 ( 偏重于对能力的剥夺 ) 和剥夺荣誉称号 ( 偏重于对名誉的剥夺 ) , 对

特定人适用的是驱逐出境 ( 对外国人适用 ) 和剥夺军衔 ( 对军人适用 )
,

由此形成一个比较

完整的资格刑体系
,

以便根据犯罪的不同情况分别适用
。

资格刑的分立还指在法律列举了应当剥夺的数种权利时
,

法院可 以依法判处剥夺其中一

部或者全部
。

对于这个问题
,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看
,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一是未予规定

,

即凡判处剥夺一定权利的
,

法律所列举的各项权利应予全部剥夺
。

二是规定既可全部剥夺又

可部分剥夺
。

例如
, 《 意大利刑法典 》 第28 条规定

: “
法律得规定在何种情况之下

,

剥夺公

权
,

只 限于剥夺上列权利之数种
。 ”

显然
,

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

应全部剥夺
。 《 朝鲜

刑法典 》 规定得更为明确
,

该法典第 37 条指出
. “

适用剥夺权利的处分时
,

得剥夺上列权利

的全部或一部
。 ”

上述两种立法例
,

第一种立法例一经判决
,

剥夺的权利不止一种
,

有可能

造成刑罚过剩
。

例如 《 法国刑法典 》 第 34 条械夺公权
,

被剥夺的权利达五种之多
,

而且各种

权利之间并无内在联系
。

在这种情况下
,

难以根据具体的犯罪案件选择适用
,

而必须同时剥

夺
,
有悖于刑罚个别化原则

。

相比之下
,

第二种立法例就比较科学合理
。

因为它既可 以根据

案情对法律列举的各项权利全部剥夺
,

又可以有选择地剥夺其中二项或者数项权利
。

就我国

现行的刑法而言
,

是采用第一种立法例的
,

刑法第 50 条规定的四种政治权利
,

一经判决就予

全部剥夺
。

我们认为
,

这种立法方式应当改变
,

而引入资格刑的分立制
。

只有这样
,

才能进

一步强化资格刑的功效
。

( 三 ) 法人犯罪的资格刑

随着法人犯罪的立法化
,

对法人犯罪应当如何规定刑罚的问题也提到了立法 机 关 的 面

前
。

现行刑法规定对法人犯罪只能判处罚金
,

我国刑法学界有人提出应对法人犯罪增设准自

由刑— 停业整顿和准生命刑— 刑事破产
。

我们认为
,

这两种刑罚对于惩治法人犯罪来说

是完全必要的
。

但将停业整顿称为准自由刑
,

将刑事破产称为准生命刑
,

只是一种拟人化的

比喻而 已
。

就这两种邢罚的本质属性而言
,

它们都属于资格刑
:
停业整顿是定期剥夺法人从

事工商活动的权利 , 而刑事破产则是无期剥夺法人从事工商活动 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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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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