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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意見 各有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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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死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時至

今日，大部分國家都廢除死刑，但包括

中國、新加坡、日本和美國等在內的部分國

家仍執行死刑制度。早前，中國政府宣布，從

今年5月1日起，將死刑罪名由68個大幅減至55個，

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不會再被判處死刑。這項修改令

外界再次關注中國的死刑制度。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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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全球約有1/3國家保留死刑。
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
美國等人口眾多的國家，幾乎都保留並執行死
刑。在保留死刑的國家中，儘管死刑還沒有被取
消，但大多數國家都對死刑作出嚴格限制。

1.適用範圍
在保留死刑的國家中，死刑的適用範圍一般

只限於幾種犯罪，主要以侵害生命的嚴重犯罪
為主，如謀殺罪等。例如加拿大只對謀殺罪規
定死刑；愛爾蘭只對謀殺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
以及政治謀殺規定死刑。

2.適用對象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美洲

人權公約》等國際性文件都規定對審判時懷孕
的婦女、犯罪時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和犯罪時
已滿70歲者等不適用死刑。這些規定已被許多
國家採納，從而令死刑的適用對象受到嚴格限

制。如日本少年法第51條規定，「對犯罪時未
滿18歲的人，若應以死刑處決，可判無期徒
刑」。

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59條第2款對死刑的適用
對象作出更多限制：「對婦女及犯罪時不滿18
歲的人和法院作出判決時已滿65歲的男子，不
得判處死刑」。

3.適用標準
在並未廢除死刑的國家，死刑標準嚴格，一

般要根據犯罪的性質、動機、殺人手段的殘酷
性、被害人數等多方面加以考慮。

4.審判程序
各國的刑法一般都對死刑的審判程序作出嚴

格規定，以防濫用，特別規定死刑的覆核程
序，對基層法院作出的死刑判決，必須經過更
具權威的高級法院作出死刑覆核，否則不能被
執行。

全球1/3國保留死刑 限制嚴格

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的「少殺、
慎殺」思想指導下，提出「保留死刑，
但要嚴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從刑
法的死刑罪名來看，中國在1979年的刑
法設置27種死罪，若按類型可被分為反
革命罪和普通刑事犯罪。

犯案率上升 增死刑罪名
隨後，自20世紀80年代起，基於嚴重

的經濟犯罪、刑事犯罪有上升趨勢，內
地立法機關開始 手補充死刑罪名，從
原刑法實施至1995年的10餘年內，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出十多個決定和補充規
定，令中國刑事立法中可判處死刑的罪
名增加33種。1997年，經過修訂的刑法
規定，共有68種罪名可被判處死刑。
今年2月，第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19次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表決通過刑
法修正案。此次刑法修改的重點之一是
從今年5月1日起，取消近年較少適用或
基本未適用的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
死刑。13個死刑罪名包括走私文物罪、
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罪、走
私普通貨物罪及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等。

當局保密死刑數目
中國被指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

家，但每年執行死刑的具體數目作為機
密，從未公開發布或得到官方核實。而
各機構發表的數字也相差懸殊。根據國
際特赦組織統計，2006年的數據顯示，
中國有1,010人被執行死刑；2008年則至
少有1,718個人以注射或槍決的方式被
處決。

根據「保留但嚴格限制死刑」政策，
中國刑法從適用死刑的條件、物件、程
式和執行制度上，進行限制。在適用條
件上，刑法48條第1款規定，「死刑只
適用於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在適用
對象上，刑法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
不滿18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
女，不適用死刑」。
在死刑的核准程式上，刑法第48條規

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
外，都應當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
死刑緩期執行的制度上，刑法第48條第
1款的後半段規定，「對於應當判處死
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
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兩年執
行，實行勞動改造，以觀後效」。

中國死刑立法歷史概況

現代中國＋全球化■中國刑法規定，對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若不是必須
立即執行的，可判處死刑並宣告緩期兩年執行。 資料圖片

■今年5月1日起，中國取消13個經濟性非
暴力犯罪的死刑，當中包括走私文物罪。
圖為被查獲的走私文物。 資料圖片

剝奪罪犯尊嚴 助長殘忍心理
社會普遍認為人們犯罪，應當受到適當懲罰，才

能維持社會公義。但是，該人被捕後，仍有尊嚴。
若國家剝奪其性命，做法可能與憲法規定的「尊重
和保障人權」有衝突。另外，鼓吹透過死刑懲罰罪
犯，不讓犯人獲改過自新的機會，可能助長人們的
殘忍心理。

「生刑」阻嚇力足以穩定社會
專家分析，人們犯罪原因是由多種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家族等因素交織下產生。例
如，有人可能因為未能解決溫飽問題，鋌而
走險，而對這些人而言，犯法和不犯法都是
死路一條。針對這類罪案，政府不能單靠死
刑作為阻嚇，必須同步處理人們的生計問
題。因此，有人認為，以死刑阻止同類罪行
發生的功效不應被誇大。更值得思考的是若
「生刑」可以貫徹執行，應已產生足夠的威懾
力，保持社會穩定。

減少勞動力 削弱競爭力
經濟角度而言，犯人可成為廉價勞動力，

為社會發展繼續作貢獻。若將他們判處死
刑，將會浪費社會對其的培育，削減國家的勞動力

和競爭力。

若有誤判 難以挽回
有人認為，司法制度不是十全十

美，誤判情況絕對有機會發生。犯人
若被判死刑，即使稍後時間發現誤判
情況，失去的人命便不能挽回。

或成鎮壓工具
脫離維序原意

另一觀點認為，死刑可能成為政府
鎮壓異己的工具，脫離維持社會秩序
的原意。

人權指標 國際趨勢
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國家相繼掀起廢除死刑

運動，並逐漸把執行死刑成為國家是否尊重人權的
國際指標之一。據統計，截至2009年，全球已有95
個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明確廢除所有罪行的死刑，
9個國家或地區廢除普通犯罪的死刑（僅保留軍事犯
罪或戰時犯罪的死刑），35個國家超過10年以上沒
有執行過死刑；只有58個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對一
般犯罪還有死刑規定，並在過去10年曾經實施。
2007年11月，聯合國大會負責社會和人道主義事

務的第三委員會以99票贊成，52票反對，33票棄
權，通過呼籲各國暫停適用死刑並期將來廢除死刑
的決議。隨 中國與國際接軌，受到廢除死刑的壓
力漸大。

1.《中國修改刑法 取消13項死刑罪名》，香港文匯報，2011-02-26

2.崔敏，《死刑考論：歷史 現實 未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

3.康均心，《理想與現實：中國死刑制度報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4.李雲龍，《死刑制度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2

5.賈宇，《中國死刑必將走向廢止》，人民網

1. 你認為中國應保留或廢除死刑？為甚麼？

2. 通過對中外死刑制度的比較，你覺得這對中國的死刑制度有何借鑒？

3.你認為死刑是否符合人道原則？為甚麼？

 

   

反對死刑觀點

支持死刑觀點

維序所需 避免錯殺
死刑有特殊的威懾效果。雖

然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極快，
但仍與西方社會的管治制度和
社會監控機制有一段距離，需
要不斷完善。因此，中國必須
暫時保留死刑，維持擁有13億
龐大人口的社會秩序。近年，
中國已逐步實現「少殺、慎殺」
的政策，錯殺良民的情況已盡
力避免。

切合社會整體利益
有人認為，廢除死刑是不人道

的做法，因為貶低受害者的個人
權益或社會利益的價值。而且，
現代社會大部分執行死刑的方
法，並不用犯人受太大折磨。

歷史悠久 深得民心
所謂廢除死刑是國際標準的說

法其實主要是來自歐盟主導的政
治運動。基於實際情況，西方國
家的標準未必符合亞洲國家的國
情，日本、韓國、印度、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仍執行
死刑。據統計，95%亞洲人仍活
在保留死刑的法定區域，他們大
多表示支持保留死刑。
就中國本身的歷史發展，死刑

源自夏、商、周，已有幾千年歷
史。透過死刑懲治貪官污吏是深
入民心的做法。根據2008年進行
的「中國死刑改革問題研究」調
查顯示，57.8%中國受訪者支持死
刑，只有不到15%表示反對，可
見大部分國民贊同保留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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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社會對應否廢除死刑制度這個議題上，都有各種強烈的正反意見。

■社會普遍認
為人們犯罪，
應當受到適當
懲罰，才能維
持社會公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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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1966年
後沒有對囚犯進
行絞刑。圖為香
港懲教博物館的
模擬絞刑台和囚
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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