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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特赦四类罪犯的考量： 特殊贡献＋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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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记 者 活 动 通 知

活动人数：10人（限精英训练营小记者报名） 报名电话：4973585
活动时间：8月26日（本周三）上午9:00集合

集合地点：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门口

我是小小测速员
在公交车站台候车时，刷微博、看电影，打发无聊时光；随手街拍到一张美图，传给微信好友……

如今，我们的生活几乎离不开手机和网络。数据显示，目前全球4G用户数已突破2.5亿户。从去年
起，平顶山的4G用户也在不断增长。

那么，平顶山市的4G速度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将在平顶山市区六个地点分别测速，小记者
们，让我们一起变身小小测速员，去亲身体验、了解一下吧！

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
其刑罚的全部或一部的执行。我国
现行宪法第60条和第80条规定，特
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
特赦令实施。

宪法学专家认为，时隔 40 年，
我国拟再次依照宪法施行特赦，传
递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
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公民心
中，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并全面推动
宪法的贯彻实施。同时，对于参加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
犯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不满十
八周岁罪犯施行特赦，也是对“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精神的
充分印证。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
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施行特赦，充
分展示了刑罚人道主义，凸显了国

家和社会对罪犯的必要宽容。同
时，面对社会转型时期较为严峻的
犯罪态势，此举无疑有助于社会各
界逐步树立科学理性的刑罚观，有
助于改变民众对于严刑峻法的过度
期待。此外，这次拟对部分服刑罪
犯实行特赦，使之得到宽大待遇，切
实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别对
待之基本蕴涵。

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也明
确：从党和国家层面看，特赦可以展
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
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
大国形象。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的层面看，有利于弘扬依法
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
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
权威的社会氛围。从实际效果看，
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
挥特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第一次特赦

1959 年 12 月 4 日，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
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
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
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
12082名、战犯33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
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
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
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

1960年11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
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
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
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
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
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

1961年12月25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
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
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
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
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
犯7名。

第四次特赦

1963 年 4 月 9 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
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
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
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
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
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

1964年12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
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
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
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
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 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
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

1966 年 4 月 16 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
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
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
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
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
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

1975年3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
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
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我国特赦四类服刑罪犯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行过7次特赦，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
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
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
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

背景链接 新中国成立后七次特赦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
的决定草案。如果草案得以通过，将意味着我国在时隔40年后再次实施特
赦。为何选择这个时机特赦？特赦四类罪犯是怎样考量的？特赦的意义何
在？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草案说
明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主任李适时表示：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
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
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
铭暄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拟
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契合庆
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的氛围。在这
一重大节庆时刻，我国依法施行特
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依法施行特赦是有国内外
先例可循的。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

政策，赦免制度大多是在国家节日、
庆典或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实施
的。例如，德国的圣诞节赦免、韩国
的光复节赦免、泰国的国王庆生赦
免等。

我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有大赦
和特赦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并没有
实行过大赦，而只实行过特赦。从
1959 年到 1975 年，我国共实行过 7
次特赦。除了1959年的第一次特赦
是既对战争罪犯，又对反革命罪犯
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以外，其余六
次特赦都是只对战争罪犯实行。从
1975年至今的40年间，特赦制度在
我国虽然有宪法、法律规定却再未
实行过。

此次拟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
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二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
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
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
罪的罪犯除外；三是年满七十五周
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
的服刑罪犯；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
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
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对于第一类特赦对象，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认为，是为了
表示对他们曾经参加过的正义战争
行为的高度认可与奖励。此举充分
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
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统一的坚
强决心和坚定信念，将极大地激发
全体中国人民包括正在服刑的犯人
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和自豪
感，有利于凝聚民心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二类特赦对象的除外情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
平认为，除外情形中贪污受贿犯罪
是职务犯罪中性质最为严重的两类
犯罪，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对贪污受贿犯
罪不予特赦主以彰显党和政府坚决
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为了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考虑，将故意杀人、强奸、抢劫、

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
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
排除在此次特赦之外，是因为这几
类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社会危
害性很大。针对累犯不予特赦的原
因，王平分析，累犯较之初犯、偶犯
具有更深的主观恶性和更大的人身
危险性，因此也被排除在特赦之外。

针对第三类特赦对象，王平说，
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
新增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
规定。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体严
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
思路与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
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这次
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
年罪犯一次性全部适用，范围更广，
从宽的力度更大。需要注意的是，

“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生
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而不
是选择关系。

关于第四类特赦对象，储槐植认
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该条规定
在指导思想和思路上与我国一贯坚
持的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方针是一致的。同时，对
此类罪犯的特赦做出了一些限制性
规定：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
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
除外。这是因为这几类犯罪的犯罪
性质都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

特赦的时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