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政策学》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20047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刑事政策学

criminal polic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刑法学、犯罪学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刑事政策学》这一学科的内容及为什么应当有这样的内容，而不是人云亦

云，从而具备一定的分辨能力及研究能力，掌握研究方法，真正理解刑事法学一体化，体会学术研

究的魅力所在。

主要教学内容：以本人的专著型教材《刑事政策学》及本人发表的相关文章为主要教学内容。在反

思与评析我国刑事政策学领域的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系统论证刑事政策学的概念、理论体系、学科

性质、发展脉络、研究方法等，其逻辑起点在于对刑事政策定义、刑事政策分类、刑事政策体系的

精深研究。刑事政策的根基是刑事政策存在的根据；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构筑了刑事政策的多维空

间；刑事政策学中的基础理论又是研究刑事政策学不容忽视的前提条件。对实然宏观与微观刑事政

策与应然宏观与微观刑事政策的阐述丰富与完善了学科内容与内在结构。课程特色在于教学科研一

体化，既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更关注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重点难点：刑事政策的概念、分类及刑事政策学学科体系

主要教学方法：课前要求学生阅读参考书目，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要求学生完成期中作业，

老师点评

基本要求：记录考勤、课堂参与及作业情况，作为平时成绩参考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eaching objectives: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criminal policy and why it

should have such content instead of following others' opinions, so as to have certain discrimination

and research ability, master research methods, truly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realize the charm of academic research.

Main content of the course: mainly includes the primary coverage of the professor’s book Criminal

Policy and other relative academic papers.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relevant viewpoints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policy, this course will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 the

concept, theoretical system, disciplinary natur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criminal policy science.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lies in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ystem of criminal policy. The foundation of criminal policy is the basis of its

existence; The basic concept of criminal policy constructs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of criminal

policy; The basic theory of criminal policy is a prerequisite of the study of criminal policy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The elaboration of the actual macro and micro criminal policy and the ought to be

macro and micro criminal policy enriches and perfects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internal structure.

The feature of the course l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students' absorp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discipline system of criminal policy

Main teaching methods: before clas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the bibliography; the classroom

teaching is combined with the class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midterm

homework, after which the professor will give her comments.

Basic requirements: record attendance,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assignment completion will be

references for usual performance.

*教材

（Textbooks）

教材名称：《刑事政策学》，作者：李卫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第二版，书号：

978-7-301-26366-2，北京市精品教材立项项目，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刑事法系列）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李卫红 教授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考核方式

（Grading）

考试的课程成绩采取结构成绩制，每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组成总评成绩。平时成绩

一般占总评成绩的 30%，以论文为期末成绩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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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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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2 2

第一章 刑事政策学概述

第一节 刑事政策学的概念

第二周 2 2

第二节 刑事政策学的理论体系

第三节 刑事政策学的学科性质

第三周 2 2

第二章 刑事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西方刑事政策学简史

第二节 我国刑事政策学的诞生和发展

第三节 全球一体化下的刑事政策学

第四周 2 2

第三章 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刑事政策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节 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第五周 2 2

第四章 刑事政策概念

第一节 刑事政策定义

第二节 刑事政策的分类

第六周 2 2

第五章 刑事政策的根基

第一节 刑事政策的价值蕴含

第二节 刑事政策的社会沃土

第三节 刑事政策的宪政保障

第四节 刑事政策的法理前提

第七周 2 2

第六章 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

第一节 刑事政策的起点与过程支撑

第二节 刑事政策的功能与目的

第八周 2 2
第三节 刑事政策的主体

第四节 刑事政策的人道性、法律性与科学性



第九周 2 2

第七章 刑事政策学中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犯罪观论

第二节 犯罪概念

第十周 2 2

第三节 犯罪原因论

第四节 犯罪人被害现象描述

第五节 犯罪是一种评价

第十一周 2 2

第八章 实然宏观刑事政策

第一节 对“严打”的立体分析

第二节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十二周 2 2 第三节 死刑刑事政策

第十三周 2 2

第九章 实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一节 实然微观刑事政策概述

第二节 程序上的处遇措施

第三节 实体上的处遇措施

第十四周 2 2
第十章 应然宏观刑事政策的基础论证

——不再“严打”、“只宽不严”、“废除死刑“

第十五周 2 2

第十一章 应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一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应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二节 待犯罪化犯罪的应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三节 精神病人犯罪的应然微观刑事政策

第十六周 2 2 课堂讨论：以案例说明：刑事政策的功能

总计
3

2

3

0
2

备注（Notes）


	《刑事政策学》课程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