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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终身监禁起源于西方国家， 早是作为死刑的替代刑而提出来的。西方国家

的立法大多将终身监禁规定为独立的刑种，具有较强的严厉性。终身监禁以报应

刑论和目的刑论作为理论基础，在实现对罪犯的报应的同时也能达到预防的目

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首次引入终身监禁，这是我国慎用死刑和高压

反腐的双重压力下的产物。终身监禁入刑，一方面能有力的打击贪污受贿犯罪，

另一方面能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 

本文通过对终身监禁的产生及发展、各国终身监禁的立法现状、终身监禁的

立法基础以及终身监禁与我国无期徒刑的比较等问题的探讨，对终身监禁进行了

系统的介绍，结合我国当前《刑法修正案（九）》中终身监禁的规定提出一些完

善终身监禁的建议。文章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终身监禁的产生及发展、

立法现状等方面系统的介绍了终身监禁。第二章终身监禁的概述，介绍了终身监

禁的概念、分类、终身监禁的理论基础，以及终身监禁的存废之争。第三章剖析

了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终身监禁的立法现状。第四章系统论述了我国无

期徒刑与终身监禁的异同，并提出了自己的立法构想，得出废除无期徒刑代之以

终身监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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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imprisonment originate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was first put forward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death penalty. The legislation of most Western countries prescribes 

life imprisonment as an independent punishment, with a strong severity. Life 

imprisonment is based on the retribution punishment theory and objective punishment 

theory,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tribution to the criminals, but also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evention. In the “Ninth Criminal Law Amendment” the first time 

introduced life imprisonment. This is the product of the dual pressure of caution with 

death penalty and high pressure of anti-corruption. Life imprisonment into the penalty, 

on the one hand can effectively combat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limit and redu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imprisonment, the status 

quo of legislation, the legislative basis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ife imprisonment 

and our country’s life imprisonment, and make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to life 

imprisonment. Based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urrent “Ninth Criminal Law 

Amendment” in China,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erfec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life imprison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imprisonmen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so on. The second chapter 

overview of life imprisonment,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life imprisonment, 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aboli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legislative status 

quo of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a's “Ninth Criminal Law Amendment”. The fourth 

chapt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ife 

imprisonment and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a,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a should be replaced by life imprisonment. 

 

Key Words: Life imprisonment;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a; Kind of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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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2015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第十六次会议中，通过了《刑法修

正案（九）》，首次引入了终身监禁，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在贪污、受贿犯罪中规

定“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体现了我国严惩腐败的决心，可以有力的打击

贪污受贿犯罪，故终身监禁一出台就被喻为“反腐利器”。从刑法对终身监禁的规

定来看，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包括判处“死缓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依据

修正后的刑法判处死缓，同时宣告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可以罚当其罪”的

罪犯，①也就是说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包括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从这一点

来看，终身监禁体现了我国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有利于限制并减少死刑的适用。 

终身监禁是一个舶来词汇，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以前我国并没有终

身监禁一说。从国外立法实践来看，终身监禁是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一种 为重

要的死刑替代措施。终身监禁的入刑，在我国学界引起热议，也给支持以终身监

禁替代死刑的学者带来了希望。刑修九对终身监禁虽有规定，但是规定的过于简

单，如何理解并完善终身监禁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议题。 

二、文献综述 

对终身监禁进行系统论述的有张秀玲的博士毕业论文《无期徒刑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以前，我国关于终身监禁的谈论是建立在死刑

替代刑基础之上的，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主张用终身监禁替代死刑。期刊有：赵秉志的《中国死刑替代措施要论》、

李希慧的《论死刑的替代措施》；学士学位论文有：张新甦的《终身自由刑替代

死刑制度研究》、范江维的《在我国引入终身监禁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等。 

二是认为我国没有必要设置终身监禁，只需对我国现有的刑罚体系加以改革

即可。张明楷的《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王志祥的《死刑替代措施:

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等。 

《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以后，我国学者对刑修九中终身监禁的研究现状

来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对《刑法修正案（九）》中终身监禁的的法律定

                             
①详见 2015 年《 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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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要有三种观点：（1）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与普通死缓之间的中间刑罚。有

黄永维和袁登明联合发表的《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严玉婷的

《终身监禁制度的探究》等。（2）终身监禁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有黄京平的《终

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钟铖的《揭开终身监禁的面纱——且谈刑（九）

贪贿犯罪》等。其中又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终身监禁是

死刑执行方式的一种，如黎宏的《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及适用》；另一种认为终

身监禁是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如马晓霞的《浅析刑法修正案（九）之“终身监

禁”》、赵赤的《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制度探析》等。（3）终身监禁是

死刑替代措施。有周淑婉和苏晓勤联合发表的《终身监禁刑探究》。 

二是终身监禁的合理性。对于刑修九中增设终身监禁的合理性，学界分为两

种：（1）认为终身监禁的设置具有合理性。不仅能改善“死刑偏重、生刑偏轻”

刑罚结构，还能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以及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犯罪。有黄永维和

袁登明联合发表的《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赵赤的《刑法修正

案（九）中的终身监禁制度探析》、王汉塘的《试论我国刑法增设终身监禁之必

要——由赖昌星案所想到的》等。（2）终身监禁的设置是不合理的。认为终身监

禁不仅超出了罪责主义原则的界限，而且于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没有丝毫效果。

有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魏东《刑

法总则的修改与检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詹奇玮的《关于我国终

身监禁制度的批判性思考》等。 

三、研究内容 

文章一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终身监禁的历史与现状。第一节介绍了终身监禁的产生原因，以及

后续的发展；第二节考察了世界各国终身监禁的立法现状。 

第二章，终身监禁的概述。第一节，明确的终身监禁的概念和种类，同时介

绍了终身监禁的概念和一般特征；第二节介绍了终身监禁的理论基础，只有明确

终身监禁设立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的理解终身监禁；第三节是终身监禁的存废之

争，介绍了终身监禁的利弊。 

第三章，我国刑法中的终身监禁研析。第一节对我国当前《刑法修正案（九）》

中的终身监禁的性质、适用以及执行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第二节则是刑修

九中终身监禁的合理性以及立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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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完善终身监禁的立法构想。第一节对国外终身监禁于我国无期徒刑

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第二节提出了自己的立法构想：将终身监禁规定为主刑，

同时废除无期徒刑代之以终身监禁，完善终身监禁的假释制度以及适用的对象。 

四、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搜集、鉴别、整理相关的研究文献，广泛阅读了相关的学者

文献，并对做了阅读笔记，归纳概括了学者的观点。并对文献进行研究和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形成对终身监禁的全面认识。 

2.对比分析法：仔细研读中外的相关立法和学说，分析中外在立法和学说上

存在的差异，并运用对比的方法，了解我国与国外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在结合

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优秀的立法经验，提出自己的观点及立法建议，

以完善我国立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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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终身监禁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节   终身监禁的产生及发展 

一、终身监禁的产生 

（一）自由刑的产生及发展为终身监禁奠定了基础 

终身监禁作为一种自由刑，是随着自由刑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从终身监禁

与自由刑的产生来看，一般认为是先有自由刑，后有终身监禁的。终身监禁的产

生建立在自由刑成为刑罚体系中心刑种的基础上的。 

刑罚发展史的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人们的刑罚观念

还是停留在朴素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观念上，重刑思想盛行。在这样

的社会环境下，死刑和肉刑这些残酷的刑罚应运而生，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维

护其统治的工具，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刑，当然也就不存在终身监禁。一

般认为，近代自由刑萌芽于 16 世纪西方国家成立的矫正院。1553 年经英王爱德

华六世批准，英国建立了布兰德威尔矫正院，这是 早的矫正院，用于收容一些

流浪汉、懒汉和生活放荡者。①随后荷兰也建立男女矫正院。虽然矫正院再经过

一百多年的实践后 终寿终正寝与监狱合并，它的贡献在于使自由刑大规模的出

现在西方国家。到 19 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

死刑或肉刑的刑罚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自由刑以其刑期的可分割性、人道性等

优势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1791 年法国刑法典中规定了惩役、禁锢、监禁等自

由刑的形式，将自由刑以刑法规范的方式规定为正式的刑种。 早规定终身监禁

的是 1810 年法国刑法典，其中首次规定了无期惩役、无期禁锢，标志着终身监

禁的产生。随后，德国、日本等国家都相继将终身监禁作为基本刑种纳入本国刑

法典。 

由上述的产生过程来看，在自由刑的产生之初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终身监

禁。终身监禁是由自由刑发展而来的，自由刑产生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自由刑的种类也在不断丰富，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的刑罚——终身监禁产生

了。所以说，终身监禁的产生及发展为终身监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监狱的不断完善为终身监禁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 

英国法学家边沁曾指出，监禁刑，只有对监狱的结构和内部组织进行必要的

                             
①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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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完善之后，才会真正成为一种合理有效的刑罚。①从自由刑与监狱的产生

来看，监狱的产生要早于自由刑。监狱早在奴隶社会早期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的

监狱主要用来拘禁犯人，而非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当时各国的刑罚体系中也没有

规定自由刑，更无从谈起终身监禁。 

19 世纪之前，监狱的规模小、监狱条件恶劣、管理混乱，监狱不但不能教

育改造罪犯，还容易滋生犯罪，对犯人来说监狱成了一个比地狱更可怕的存在。

直至 18 世界后期由英国人霍华德、弗伊等人领导的监狱改革运动兴起，在国外

也产生了回响。英国政府于 1779 年通过了监狱法案，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监

狱进行改革，大大改变了监狱的现状，监狱逐渐成为一个管理有序、注重罪犯教

育改造的监禁场所，此后自由刑也得以迅速发展，并于 1791 年规入法国刑法典。 

监狱是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可以说自由刑的产生与监狱的发展是离不开的，

是自由刑得以迅速发展并 终成为各国刑罚体系的中心的支撑。同时，监狱作为

终身监禁的羁押场所，监狱规模的不断扩大为长久的羁押罪犯提供了可能，若是

没有监狱的不断发展，自由刑的产生会受到阻碍的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到终身监

禁的产生。正是监狱为终身监禁的产生和实际实施提供了物质条件。 

（三）刑罚观念的变革推动和引导了终身监禁的发展 

古代社会受报复刑罚观念的影响，死刑和肉刑成为主要的刑罚。17、18 世

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其中自由、平等、人道等的人权思想广泛传播并深入人

心，死刑和肉刑因其残酷性、非人道性的特点而备受人们的抨击。1764 年贝卡

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论证了死刑的残酷性、不人道性，认为死刑不是

必要的，“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②首次提出废除死刑，并以代之以

终身苦役的观点。贝卡利亚指出，死刑固然可怕，但其痛苦只是暂时的，“对人

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残酷性，而是它的延续性”，刑罚的强度只要能

够阻止人犯罪即可，并认为“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任何决意的心灵”，是“制

止犯罪 强有力的手段”。③英国学者边沁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死刑“是一种没

有必要或无效果的权宜之计”，④对死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同时，边沁从以刑罚

效益为根据，指出终身监禁的效益远远大于死刑的效益。正是这种刑罚观念的转

                             
①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M].北京:中古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86-87.  
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56.  
③同上，第 58-59 页。 
④[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李贵方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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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终身监禁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 终被规定为基本刑种。 

二、终身监禁的发展 

    终身监禁自 19 世纪被写入刑罚体系，成为位居死刑之后的基本刑种以来，

经过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终身监禁纳入自己的刑罚体系。随着贝卡利亚

废除死刑理论的广泛传播，以及人权运动的兴起，国际上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

涨，以终身监禁代替死刑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终身监禁本身也得到

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首先，终身监禁逐渐代替死刑，向 严厉刑种发展。自贝卡利亚在《论犯罪

与刑罚》一书中提出废除死刑并代之以终身苦役后，①死刑废除运动便在世界各

国兴起，纵观现今各国刑事立法，废除死刑已经成为立法的趋势。从终身监禁产

生之初，我们可以看出终身监禁并不是死刑的替代物。 如 1810 年的法国刑法典

中既规定了终身监禁有规定了死刑，其严厉性仅次于死刑。1981 年法国颁布的

第 81-908 号法律宣告全面废除死刑后，终身监禁成为 严厉的刑罚。②1870 年德

国刑法典中规定终身监禁是位于死刑之后的第二严厉的刑罚。直至 1949 年，德

国全面废除死刑，终身监禁成为了德国刑法典中的 高法定刑。③在美国一些保

留死刑的州中，终身监禁是位居死刑之后的第二刑罚；在一些废除死刑的州中，

终身监禁便成为 严厉的刑罚。英国是世界上 早废除死刑的国家，英国在废除

死刑后终身监禁便成为了死刑的替代刑种，一跃成为英国刑法典中 高法定刑。 

其次，终身监禁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由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向可以假释的

终身监禁发展。一般认为，假释制度产生于英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释放票制度。

在当时，“释放票”是发给发给犯人提前释放的凭证，被监禁的犯人可以通过在监

狱内的表现获得“释放票”，从而被附条件的释放，经过一定的时间，未再犯新罪，

便可完全释放。19 世纪中期，在克罗夫顿等人的主持下对“释放票”制度进行改

革，使得释放票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全英国实施。随后一些欧洲国家如德

国、法国、荷兰等国家，也相继引进了提前释放制度。1925 年伦敦国际刑法及

监狱会议后，假释制度被世界各国陆续接受，并遍及全世界。④终身监禁 早是

不可以假释的，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往往被剥夺终身自由，在狱中终老。

                             
①[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58.  
②张新甦.终身自由刑替代死刑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长春:吉林大学法学院,2013.20.  
③张秀玲.无期徒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长春:吉林大学法学院,2010.37. 
④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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