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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后首次修改刑法关注“生杀予夺”
——集资诈骗等9项死刑罪名拟取消的背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审议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进

一步减少适用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9项死

刑罪名，草案如通过，我国的死刑罪名将由现在的55项减至46

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后，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的首批

重要法律之一。

专家称，“生杀予夺”需慎之又慎。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

死刑的适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的

尊重。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对刑法作出这样的修改，意义更加

十分重大。

提请此次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

案，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走私

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

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

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

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

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介绍说，

实践表明，2011年出台的刑法

修正案（八）取消 13 个经济性

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没有对社

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

会各方面对减少死刑罪名反

应正面。

近年来，尊重和保障人权

逐步成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过

程中所秉持的一个重要理念。

2012 年，我国首次发表《中国

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指出死刑

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

夺，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

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据专家和法官介绍，近年

来，我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总体

越来越少。现有 55 个可判死

刑的罪名中，真正适用较多的

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抢劫

罪、强奸罪等少数罪名上。此

次拟削减的 9 项死刑罪名，近

年来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很少用

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京平说：“司法实践中，这9个

死刑罪名几乎没有适用或者极

少适用，削减起来相对容易。”

“减少死刑罪名，标志着

我国在严格限制死刑方面，又

向前迈进一步，将有利于更好

地保障人权，引导社会对生命

权利的尊重。”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刘明祥说。

3 年减少 21 项死刑罪名

为何削减这 9 个死刑罪

名？减少这些死刑后，如何确

保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惩处，确

保社会稳定？

“这次取消的 9 个死刑罪

名属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对

于这类犯罪少用、慎用死刑是

大势所趋。”黄京平说。

近年来，一些地区的非法

集资案件集中爆发，其中，浙江

吴英集资诈骗案最为典型。浙

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

诈骗罪判被告人吴英死刑，此

后到2012年5月，在对吴英案

的二审中将判决改为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2014年7月，浙江

省高院当庭对吴英作出减刑裁

定，决定将对吴英的死缓减为

无期徒刑。案件一度引发舆论

广泛关注。

经济类犯罪不能与暴力

犯罪相提并论。“惩罚和恶性

应该成正比，恶性越高惩罚越

重，这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进

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

林说：“并非罪行设置得越重，

就越能有效地预防犯罪，而是

应做到罪刑相当。”

针对组织卖淫罪、强迫卖

淫罪死刑罪名的取消，在阮齐

林看来，此次刑法修改取消的

几个死刑罪名主要是因其属

于非暴力性经济犯罪，而组织

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则属特殊

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两类犯

罪是非暴力性犯罪，但如果强

迫卖淫过程中有暴力致被害

人死伤的，可以采取法律适用

上的应变，以强奸罪论处。

近年来，因组织强迫卖淫

被判刑的案件屡见不鲜。其

中，湖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唐慧女儿案”的判决为人

熟知。在一审、二审判决中，

被告人周军辉、秦星因强迫卖

淫、强奸、组织卖淫罪被判死

刑。今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

未予核准对二人的死刑。湖

南省高院最终认为原判量刑

不当，遂作出对二人减刑为无

期徒刑的决定。

目前世界上完全废除死

刑的国家有 90 多个。从实际

情况来看，国外废除死刑的国

家并没有因此而导致犯罪率

上升。

李适时介绍，这次虽然取

消了 9 个罪名，但这些犯罪最

高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对

相关犯罪在取消死刑后通过

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

严厉惩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

力度不减，以确保社会治安整

体形势稳定。”

专家详解集资诈骗罪和组织卖淫罪取消死刑原因

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死

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

行期间，如故意犯罪，查证属

实的，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执行死刑。此款规定被认为

存在惩罚过重的问题。

阮齐林认为，原来的罪已

被判死缓，如果执行期间又犯

了很轻的罪，比如脱逃罪、盗

窃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就对

罪犯执行死刑，实际上是降低

了死刑执行的门槛。“是两项

都 不 该 死 的 罪 却 被 执 行 死

刑。”

对此，刑法修正案（九）草

案将相关条款修改为：对于死

缓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

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

执行死刑。

阮齐林赞扬此项修改遵

循了严格控制死刑的理念。

他说，在死缓执行期间，抗拒

改造故意犯罪且情节恶劣的

才被判处死刑，这体现了对执

行死刑的审慎态度，抬高了执

行死刑的门槛。

“这样的修改，体现了立

法者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

上不懈探索的勇气和精神，也

确保了中国法制能够走在正

确的轨道上。”阮齐林说。

（据新华社）

抬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

本次刑法修改加大了对腐败犯

罪的惩处力度，其中包括修改贪污受

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现行刑法

是以规定具体数额的方式区分贪污

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的，如第三百八

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

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

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李适时在会议上对草案作说明时

表示，此类犯罪情节差别很大，情

况复杂，单纯考虑数额难以全面反

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而数额

规定过死，又难以根据不同案件情

况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修正案

（九）草案拟删去具体数额规定，只

从原则上规定“数额较大或情节较

重”、“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数

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三种

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最

严重的情形保留适用死刑。

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

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掌握看，或

由最高法、最高检通过司法解释予

以确定。而对犯上述罪但如实供

述、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减少损害

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

刑法修改：
加大惩处腐败力度

此外，修正案（九）草案还分别

以五条规定完善行贿犯罪财产刑，

确保犯罪分子无法获取经济利益。

其中的第四十一条，将“行贿人在被

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改为“行贿

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

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

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

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

草案第四十条增加规定了一项

犯罪，内容为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

属或其他关系密切人员行贿，利用其

影响力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可被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者最高可处至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人民网）

增加财产刑
提高免除处罚的门槛

删去对贪污犯罪的
数额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