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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的惩罚功能重塑与惩罚机制重构

刘 政

(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 我国社区矫正实践虽已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也同时存在某些亟待修补的法律性缺陷和制度

性弊端。其中牵动全局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社区矫正刑罚本质偏离引发的惩罚功能缺失和惩罚机制弱化现

象，正在从相当程度上掣肘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能力和刑罚执行效果。针对存在问题，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和

重构社区矫正惩罚机制，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应然选择和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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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完善发展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构建

现代刑罚体系和实现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当前，在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面

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针对刑罚本质偏离引发的惩罚功能缺失和惩罚机制弱化问题，通过惩罚功

能重塑与惩罚机制重构的实现路径，不断创新社区矫正的刑罚理念和刑罚实践，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最终不断提升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社区矫正惩罚功能和惩罚机制的法律地位与法律关系

在现代社区矫正制度内涵的功能体系和运行机制中，惩罚功能和惩罚机制作为一对命运共同体，由

于两者之间具有惩罚功能规制惩罚机制、惩罚机制体现惩罚功能的天然联系，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从不

同角度发挥着同样重要的刑罚作用。社区矫正惩罚功能和惩罚机制所具有的这种法律地位和法律关

系，表明了惩罚功能重塑和惩罚机制重构的重要性必要性。
(一)惩罚功能在社区矫正功能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社区矫正功能体系作为现代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构成，“通常认为，惩罚与教育是刑罚的内在属

性，他们从静态角度揭示了刑罚的本质特征，而刑罚的功能则是刑罚的内在属性在其运动过程中的外在

表现，是刑罚内在属性的外化，它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刑罚制度的。”①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功能体系的架

构，国内有关社区矫正制度的各类专著和专论，对社区矫正功能体系的概括虽有不同表述，但在各项功

能的基本排序上，都普遍强调了惩罚功能，并通常将它摆在社区矫正功能体系的首要位置。
惩罚功能作为社区矫正功能体系的重要构成，在全面实施社区矫正特有功能作用的法律实践中，居

于不可轻视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这是由社区矫正的刑罚本质所决定的。作为现代非监禁刑罚执行方

式，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相比较，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刑罚执行方式的差异性，但更多的具有现代刑罚本

质的同一性。既然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本质，就要通过实施惩罚功能来体现刑罚执行本质，通过实施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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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来落实犯罪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最终完整的准确的实现社区矫正刑罚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如果社区矫正失去了惩罚功能，就将从根本上失去其应有的刑罚本质; 而如果社区矫正失去了刑罚

本质，则又将从根本上失去其作为国家非监禁刑罚制度应有的法律地位。由此可见，在社区矫正功能体

系中的惩罚功能，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刑罚目的，关系到社区矫正的改革发展，当然居于不可替代的

主导地位。
在社区矫正功能实践中，由于各项功能内在涵义和外在形式的差异性，表现为不同的功能特征、功

能方式、功能程序和功能作用。只有将各项功能合理串联和有机整合起来，才能形成整体功能比较优

势，更好地发挥社区矫正在现代刑罚体系中的功能作用。如何合理串联和有机整合社区矫正功能，关键

是要重视发挥惩罚功能的牵引作用和能动作用。因为，刑罚惩罚功能是教育矫治功能的前提和保障，教

育矫治功能是刑罚惩罚功能的基础和条件，惩罚功能在功能实践中居于能动地位。充分发挥惩罚功能

的能动作用，必将从整体上牵引和推动教育矫治的各项功能。例如，通过强化惩罚功能，可以督促社区

服刑人员认罪伏法和改恶从善，为实施教育矫治功能创造稳定的改造秩序; 通过强化惩罚功能，可以让

全社会正视刑罚公平正义，并动员和整合社会矫正资源，为实施社会帮扶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通

过强化惩罚功能，可以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为维护社区安全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工作基

础。
(二)惩罚机制在社区矫正运行机制中的法律地位

“刑法机制的实质概念，是刑法结构产生功能的方式和过程。刑法机制的重心是刑法问题，是动态

上的刑法，是实践中的刑法。运作的基本方式是刑法适用，运作的最终过程是刑法执行。”①根据这一论

述，作为我国刑罚运行机制重要构成的社区矫正运行机制，则是体现社区矫正刑罚本质、追求社区矫正

刑罚目的、实现社区矫正刑罚功能的运行程序和运行方法。关于社区矫正运行机制的基本架构: 一是，

从法律制度上来划分，主要包括社区机制( 含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源) ，保障机制( 含权能配置、
组织建设、物资保障) 。二是，从功能体系上来划分，主要包括惩罚机制、教育机制、帮扶机制、监管机

制、防卫机制等。三是，从适用范围上来划分，主要包括管制刑运行机制、缓刑运行机制、假释运行机制、
暂予监外执行运行机制等。社区矫正运行机制的基本架构表明，社区矫正的运行程序和运行方法，涉及

到社区矫正的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的各领域，关系到社区矫正的刑罚本质、刑罚目的、刑罚政策和刑罚

功能，可谓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社区矫正惩罚机制，作为这个社会系统工程的重要构成，在社区矫正运行机制中居于重要的法律地

位。如同惩罚功能在功能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惩罚机制的运行程序、运行方法及其运行效果，同样起着

主导教育机制、帮扶机制、监督机制等的重要作用。在社区矫正刑罚实践中，只有真正构建符合社区矫

正发展规律的、完全体现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惩罚机制，才能有效牵引教育机制、帮扶机制和监管机制

等，形成一个结构合理高效运转的社区矫正运行机制。也就是说，只有将彰显惩罚功能的功能体系运行

机制，与关系社区矫正全局的立法机制、社会机制、保障机制融为一体，才能形成一个符合现代刑罚制度

改革发展需要的社区矫正运行机制。
(三)惩罚功能重塑与惩罚机制重构的法律关系

惩罚功能规制惩罚机制的运行空间。社区矫正惩罚功能与惩罚机制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相似于

司法正义理论中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讲，惩罚功能的外部形态是实

体，而惩罚机制的外部形态是程序。但从其法律内涵上来分析，两种法律关系在结构上有着根本的区

别。其中，社区矫正惩罚功能与惩罚机制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纵向结构，惩罚功能通常规制惩罚机制;

而司法实践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横向结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通常处于平等

地位。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实践已经表明，社区矫正功能体系是决定社区矫正运行机制的根本依据。其

中，惩罚功能规制着惩罚机制的运行空间，即，惩罚功能的法律设置维度和强度的大小，决定了惩罚机制

的运行空间广度和深度的多少。惩罚功能强则惩罚机制强，惩罚功能充分则惩罚机制完善。我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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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之所以现存惩罚权能缺位、惩罚措施缺失、惩罚手段缺力、惩罚标准缺漏等现象，表面上暴露的是惩

罚机制弱化问题，而实质上则是受传统刑罚理念和传统刑罚体制束缚，而产生的社区矫正刑罚本质偏离

和惩罚功能缺失问题。由此可见，当前在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实践中，如何化解惩罚功能缺失和惩罚机制

弱化问题，其前提和关键，还是要通过国家刑事立法，首先从刑罚本质和权能配置上，进一步确立和完善

社区矫正惩罚功能。
惩罚机制保障惩罚功能的运行效果。社区矫正惩罚机制作为实现惩罚功能的运行程序和运行方

法，在被规制于惩罚功能的同时，又可反作用于惩罚功能。即，在惩罚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惩罚机制必然

弱化; 但在惩罚功能完备的情况下，惩罚机制未必就能强化。在社区矫正法律实践中，惩罚机制对于惩

罚功能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是，惩罚机制体现惩罚功能。即，惩罚功能再完备再合理，也要通过重构

彰显惩罚功能的惩罚机制来实现。惩罚机制是否完善是否有效，将直接体现惩罚功能的刑事立法现状。
二是，惩罚机制保障惩罚功能。即，惩罚功能必须依靠惩罚机制运行程序去实施，必须依靠惩罚机制运

行方法去操作。惩罚机制的运行程序科学化和运行方法现代化，不仅是实施惩罚功能的重要平台，更是

实现惩罚功能的重要保障。

二、社区矫正惩罚功能法理重塑的理论依据与理性诉求

我国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法理重塑，其理论依据是刑罚功能的刑罚渊源与刑罚现状，其实践诉求是

惩罚功能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取向。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法理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方能更好的顺应

现代刑罚理念和适应现代刑罚实践的时代要求。
(一)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刑罚依据

1．社区矫正惩罚功能依据于现代刑罚本质。刑罚本质作为刑罚设置、刑罚适用、刑罚执行的价值取

向和根本依据，中外法学界法律界对其法律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主张。国外学者一般以刑罚的正当

性来定义刑罚本质。而我国学者通常以刑罚的固有特征来定义刑罚本质。国内外学者虽然对刑罚本质

有着不同角度不同表述的定义，但各种刑罚语境下的刑罚本质，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刑罚内涵，这就是刑

罚本质具有天然的惩罚性。刑罚本质与惩罚功能的这种不可分割的刑罚渊源，确立了刑罚功能在刑罚

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地位作用。在现代刑罚体系和刑罚实践中，非监禁刑罚与监禁刑罚虽表现为不同的

刑罚方式，但两者均为国家刑事法律所设置，都具有共同的刑罚本质。而其体现刑罚本质的刑罚功能，

在惩罚犯罪这个核心内涵上，既存在刑罚目的和刑罚政策的同一性，亦存在刑罚方式和刑罚程度的差异

性。我国社区矫正作为现代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它所特有的非监禁刑罚本质中，也必然蕴含着特定的

非监禁刑罚功能。社区矫正渊源于刑罚本质的这些刑罚功能中，惩罚犯罪同样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重要

功能。
2．社区矫正惩罚功能依据于刑罚功能体系。刑罚功能是刑罚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效果和作用。①

在当今世界现代刑罚理论体系中，刑罚功能理论渊源于刑罚惩罚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并存的新理念

新趋势。我国的刑罚功能理论，虽曾多为承袭西方国家传统功能理论的基本原理，但在当代刑罚功能理

论的引领下，对其基本内涵也有着中国刑罚语境下的创新和发展。例如，高铭暄教授和赵秉志教授即对

刑罚功能概念内涵，从七个方面做了相对完整的概括: ②一是，刑罚剥夺功能( 即通过刑罚剥夺犯罪人权

益与利益的作用) ; 二是，刑罚威慑功能( 即通过刑罚对犯罪人实施个别威慑和一般威慑的作用) ; 三是，

刑罚改造功能( 即通过刑罚改变犯罪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作用) ; 四是，刑罚教育功能( 即通过刑罚

对犯罪人及其他社会成员产生触动教育的作用) ; 五是，刑罚安抚功能( 即通过刑罚对被害人产生安慰、
抚慰和补偿的作用) ; 六是，刑罚鼓励功能( 即通过刑罚对广大公民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作用) ; 七是，刑罚

保障功能( 即通过刑罚保护国家、社会、公民利益和安全的作用) 。现代刑罚理念和刑罚实践表明，剥夺

功能和威慑功能都充分体现了刑罚的惩罚性，改造功能和教育功能则充分体现了刑罚的防卫性; 惩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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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防卫性功能的结合，才能从整体上根本上形成现代刑罚制度中的刑罚功能体系。而在刑罚功能

的结构上，惩罚性功能是防卫性功能的重要前提，防卫性功能是惩罚性功能的重要基础。从一定意义上

来讲，由于惩罚性功能决定并支配着防卫性功能，现代刑罚实践中的惩罚功能，可以说就等同于刑罚功

能。为此，正如马克昌教授所指出的:“任何刑罚都具有惩罚功能，这是各种刑罚的共性，但不同的刑罚

还具有不同的惩罚功能，这是各种刑罚的个性。”①这一论述，进一步诠释了惩罚功能与刑罚功能的必然

联系，阐明了惩罚功能在现代刑罚体系和现代刑罚实践中的普适性与重要性。我国社区矫正作为现代

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虽然其区别于监禁刑罚的执行方式，在刑罚方式和刑罚程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性，但其源自于刑罚功能的惩罚功能，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始终居于主体功能的地位作用。
(二)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刑罚现状

1．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缺失的问题检视。我国社区矫正从启动试点到全面推行以来，在党中央和国

务院的重视和领导下，在司法行政机关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管理下，在政法各部门和社会各组织的支持与

配合下，社区矫正在刑罚实践中已经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同时也暴露了某些法律性缺陷

和制度性弊端。其中，牵动全局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社区矫正刑罚本质偏离而引发的社区矫正功

能缺失现象，正在从很大程度上，掣肘着社区矫正的刑罚能力和刑罚效益。其主要表现在:



正的惩罚效果。
(三)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理性诉求

1．加快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国家立法。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前提条件，是要通过加快社区矫

正的立法进程和提高社区矫正的立法质量，从根本上为实施社区矫正惩罚功能，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

障。即，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并以此为主体，建立健全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体

系。通过国家立法，依法确立社区矫正的刑罚本质和刑罚功能，强化惩罚功能在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程序

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作用。并在整合监狱矫正立法和社区矫正立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一部与《刑法》
和《刑事诉讼法》法律地位相等的《刑罚执行法》，以此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和完善刑罚执行机制，从根本

上消除社区矫正的刑罚本质偏离和惩罚功能缺失现象。
2．优化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权能配置。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保障条件，是要通过优化社区矫

正的职能配置和统一社区矫正的管理体制，从总体上为强化社区矫正惩罚功能，提供权能支撑和体制保

障，即，完善凸显惩罚功能的社区矫正管理体制，从机构设置和权能配置等方面，改变当前管理权能分散

和管理体制不顺的制度性弊端，从根本上推动传统管理体制向现代管理体制的转变。主要是推进社区

矫正管理的一体化建设，努力从两个方面实现社区矫正的制度性突破: 一是，依法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统

一行使社区矫正管理权。在全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层层设置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实行专门

工作机构与协调议事机构相融合，建构垂直管理与横向管理相结合的社区矫正管理体制。二是，依法赋

予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社区矫正执法权。加快推进社区矫正执法模式基本属性，由司法性主导向行

政性主导的转变。包括，推动探索假释执法模式改革，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社区矫正机构，对假释的

决定权和撤销权; 推动探索缓刑执法模式改革，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社区矫正机构，对缓刑执行变更

的行政决定权; 推动探索减刑执法模式改革，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

减刑决定权; 推动探索暂予监外执行模式改革，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社区矫正机构，对各类交付执行

罪犯的收监执行决定权; 推动探索社区治安管理执法模式改革，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社区矫正机构，

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治安处罚权。
3．创新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实施模式。重塑社区矫正惩罚功能的关键条件，是要通过创新社区矫

正惩罚性与恢复性并重的刑罚模式，从方法上为强化社区矫正惩罚功能，提供主导性科学性的制度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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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此前提下的法律重构，才能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保持社区矫正改革完善

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重构彰显惩罚功能的社区矫正约束机制

1．探索和推行中间制裁制度。中间制裁( intermediate sanction) 又称为“中间刑罚”( intermediate
punishment) ，它是指介于传统的社区矫正和监禁刑之间的制裁形式。由于这类制裁形式主要是为了解

决监禁刑和传统的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往往被看成是监禁刑或者传统的社区矫正

的替代形式。① 在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由于传统刑罚理念和刑罚体制的束缚，对中间制裁的探索，尚

未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重构彰显惩罚功能的社区矫正约束机制，有必要加强中间制裁的法理研究

和实践探索，着重推行以下几项举措: 一是，推行电子监控手段的现代化。如何依靠科技进步和运用信

息技术，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全方位全时空的实时监控，应当成为重构社区矫正约束机制的必要选择。
为此，似有必要在全国社区矫正系统，普遍运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建立一个网络

化的社区矫正电子监控体系。同时，对全体社区服刑人员普遍运用具有知识产权的电子腕带技术产品，

实行精准化和效能化的实时监控，有效防止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现象的发生。二是，推行居住监禁措

施的严格化。我国社区矫正系统拟在借鉴国外家庭监禁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居住监禁措施的严格

化。包括，严格掌控居住监禁对象( 原则上将居住监禁对象扩张到社区服刑人员中的高危对象群体) ;

严格掌控居住监禁范围( 原则上将居住监禁范围局限于社区和家庭) ; 严格掌控居住监禁规则( 原则上

实行居住监禁的强制性、规范性和惩罚性) 。三是，推行社区服务的制度化。借鉴现代社区矫正制度中

社区服务的成功实践，我国拟尽快实行社区服务的法律化制度化。包括: 强调社区服务的惩罚性( 因监

狱监禁与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本质的同一性，这表明了监狱劳动改造与社区服务在惩罚功能上的关联

性) ; 强调社区服务的强制性( 因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定性和惩罚性，这确定了组织社区服刑人

员实施社区服务的强制性) ; 强调社区服务的补偿性( 因社区服刑人员原犯罪行为对社会权益形成的侵

害性，这就要求社区服务应当体现回馈社会及受害人的经济补偿性) 。
2．扩张和完善刑事禁止令制度。刑事禁止令是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依据，基于对犯罪人的未

然之罪进行防卫，而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人施加相关禁止性义务，兼具刑罚本质和惩罚功能的一种

综合性处遇制度。《刑法修正案( 八) 》以及两院两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

令有关问题的规定( 试行) 》颁布以来，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得到确立并开始实施。但从社区矫正的法

律实践看，由于禁止令适用对象太少、监督手段太软，禁止令在社区矫正中的惩罚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

体现。为了重构彰显惩罚功能的社区矫正约束机制，拟从以下两方面来扩张和完善禁止令制度: 一是，

扩张禁止令适用范围。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扩张禁止令适用范围: 首先，扩张刑罚裁量程序中的禁止令适

用范围。即，从刑罚惩罚和社会防卫的实际需要出发，适度提高禁止令在刑罚裁量中的适用率，从根本

上改变目前适用范围太小、适用对象太少的被动状况。其次，扩张刑罚执行程序中的禁止令适用范围。
即，将禁止令适用对象，扩张到包括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在内的社区服刑人员群体。并通过

适度降低禁止令适用门槛，适度扩张禁止令适用对象，更好地体现社区矫正的刑罚本质和惩罚功能。二

是，理顺禁止令权能主体。实行刑罚裁量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相结合、禁止令宣告和禁止令执行相衔接

的二元权能主体架构。首先，在维持人民法院对管制判决和缓刑宣告犯罪人的禁止令宣告权能的同时，

依法赋予司法行政机关( 含监狱管理机关和社区矫正管理机构) ，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适用禁止

令的行政决定权。其次，依法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对社区服刑人员违反禁止

令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再次，依法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对社区服刑人员执行

禁止令的行政变更权，包括依法变更禁止令的适用期限和适用内容。
(二)重构彰显惩罚功能的社区矫正防卫机制

1．完善和规范风险评估制度。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是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所属社区矫正对象，

在进行排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各种信息对是否可能重新犯罪进行研判，并确定风险等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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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相应的防控措施，消除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① 我国社区矫正的风险评估

探索，虽然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目前整个风险评估机制仍处于机能性缺失状态。为了

重构彰显惩罚功能的社区矫正防卫机制，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监督，更好地保障社区公共安全，

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和规范风险评估制度: 一是，完善和规范风险评估目的体系。这个体系应当

强调系统内部结构的完备性和稳定性。其内涵主要包括: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风险评估( 即，对社区服刑

人员的人身危险性和重新犯罪可能性进行评估预测) ; 对社区矫正项目的风险评估( 即，根据社区矫正

的目的取向和安全条件，对社区服刑人员可能影响矫正项目实施的各种因素进行评估预测) ; 对社区矫

正能力的风险评估( 即，评估社区矫正机构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对日常矫正活动的组织能力、对社

区服刑人员危险性的管控能力) ; 对社区矫正效果的风险评估( 即，评估矫正措施的有效性、矫正对象的

针对性、矫正能力的适应性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 。二是，完善和规范风险评估标准体系。这个体系应

当强调全国范围风险评估标准的统一性和普适性。其内涵主要包括: 在全国组织开发和统一施行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风险评估标准系统和分类管理系统，提高社区服刑人员危险评估量表的准确度和适用

性。三是，完善和规范风险评估方法体系。这个体系应当把握和贯穿客观性和科学性相融合原则、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其内涵主要包括: 建立风险评估证据机制( 即，确立风险评估报告作为证

据效力的法律地位，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取向和功能作用) ; 建立风险评估认证机制( 即，建立社区矫正风

险评估认证机构和专家库，对风险评估工具和风



和矫正方式。在我国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实践中，循证矫治虽已产生普遍影响和一定效果，但其适用广

度、适用深度、适用效果，与国外的先进模式和成功经验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为了重构彰显惩罚功能的

社区矫正矫治机制，我们应根据“探索最佳证据、运用最佳证据、进行最佳实践、达到最佳效果”①的价值

取向，努力创新和完善循证矫正制度。主要包括: 一是，推动社区矫正向循证矫治的模式进化。实现传

统社区矫正向现代循证矫治的转变，改变目前简单粗放的传统项目，改变对各类矫正对象不加区别的传

统做法; 实现社区矫正形式化向循证矫治证据化的转变。改变目前社区矫正流程重形式而轻实质、重程

序公正而轻实体公正的现象; 二是，推动社区矫正向循证矫治的程序进化。注重循证矫治调研程序的针

对性，以调研程序的精准化要求，作为循证矫治的问题导向、任务导向、目标导向; 注重循证矫治取证程

序的广泛性，及时发现证据和提炼证据，以体现证据来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通过营造主动参与、自主表

达、共同担当的取证氛围，更好地体现取证主体的代表性; 注重循证矫治应用程序的适用性，以追求循证

矫治在激励犯罪人悔罪动机和预防重新犯罪方面的积极效果; 注重循证矫治评估程序的科学性，以客观

公正和科学有效为效果评估的原则要求，以科学方法和数据更新作为循证矫治的必要条件。
2．创新和推进累进处遇制度。我国引进累进处遇制度的时间不长，主要是在监狱矫正领域取得了

一定效果，但在社区矫正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体现。为了重构彰显惩罚功能的社区矫正矫治机制，我们

似应围绕社区矫正的法治需求，以重新认识累进处遇的重要性必要性为切入点，来改革和推进累进处遇

制度。一是，重新认识社区矫正适用累进处遇的普适性。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所共有的刑罚本质表明，

社区矫正领域可以学习借鉴监狱矫正领域累进处遇的实践成果和成功经验，以加快社区矫正累进处遇

的创新步伐; 但同时也应注意监禁刑罚与非监禁刑罚之间的差异性，避免因不同刑罚执行方式中的累进

处遇生搬硬套和混为一体，而违背累进处遇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二是，重新认识社区矫正适用累进处

遇的现实性。社会管理创新和社区矫正创新的紧密联系，表明了对完善累进处遇的现实需求。其中，累

进处遇作为一种动态的刑罚执行手段，能否有效的适应社区矫正和社会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这取决于

累进处遇在动态运行过程中，能否不断地调整其运行方式，充实其运行内容，完善其运行机制。只有及

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管理与社区矫正衔接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才能更好地体现累进处遇的惩罚功能和

现实作用。三是，重新认识社区矫正适用累进处遇的合理性。累进处遇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应当以关注

和尊重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矫治需求为基础，以外部激励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相结合为动力，实现矫正

需求客观性与处遇标准合理性相匹配。同时，应通过罪犯法益的合理配置和累进处遇的宽严相济，不断

调动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主观能动性，以加快社区服刑人员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回归社会的

社区矫正矫治进程。

Subject: The Function Ｒeform and Mechanism Ｒeconsitution on the Punishmen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uthor ＆ unit: LIU Zheng(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Hainan 570228，China)

Abstract: Chines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actice has achieved good legal and social results，but also left some legal defects and
institutional defects that need to be repaired． One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that affects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that due to the
lack of punishment funct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punishment mechanism caused by the essence devi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penalty，the function and the effect of penalty execu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re being constraine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
view of existing problems，it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choice to reform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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