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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

———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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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做了全部入罪的规定.然而,依据轻罪刑事政策,应当认定收

买被拐卖妇女罪为轻罪,对该罪名的出入罪设定标准、刑罚设置、刑罚执行等方面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指

导下进行.其未来的修改方向应当包括在定罪方面制定相应的出罪标准;增加罚金刑、没收财产和法院禁

止令等手段代替我国现有规定的自由刑;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设定对罪犯是否进行监禁等,从
而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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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政策轻缓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发

展趋势以轻罪刑事政策为主,主要包括在刑法中轻罪

的界定以及相关轻罪罪名的出罪标准、刑罚设置和刑

罚执行方式.具体到我国,应当制定轻罪的标准,之
后对符合轻罪标准的罪名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
非监禁化的措施制定,从而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和要求,体现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
一、轻罪及轻罪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

轻罪指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较轻且处以较轻刑

罚的犯罪行为,但是对于轻罪的标准,学界存在着不

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轻罪的法定最高刑

界定为三年有期徒刑[１]３５.有的学者认为,把五年有

期徒刑作为轻罪的分界线较为适宜[２]５８.有的学者

认为,轻罪的界定应为三年或者五年,将三年或者五

年的罪行界定为轻罪[３].我们认为,区分重罪与轻罪

的标准应当界定为五年有期徒刑,其理由为:第一,我
国法律体系的设置与定罪量刑的梯度,“五年”在我国

刑法的运用较为广泛.第二,在我国的刑法规定中

“五年”在很多的刑罚中都作为一种处罚单位,例如累

犯制度,根据«刑法»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五年以内再犯的.再例如,缓刑制度.我国刑法规

定缓刑的考验期最高为五年.在社会危害性方面收

买者会有所降低,不用进行收监与拘留,这表明应以

五年为衡量轻罪的标准[４].第三,从«刑事诉讼法»的
角度看,我国未成年人档案封存制度也是以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为标准设定的.综上可知,立法者在立法过

程中将“五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单位.所以,从我

国的刑罚梯度角度出发,可得出以五年作为轻罪标

准,即低于五年有期徒刑作为我国轻罪的划分依据是

成立的,并且是科学的.
轻罪刑事政策的基本主旨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

和非监禁化.其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轻罪刑事政策的非犯罪化

轻罪的基本特点是指案情比较简单,社会危害性

较小的犯罪,因此对于一些相对较轻的犯罪,可以不

对其进行刑事定罪,对于轻微侵犯他人法益的行为,
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不允许将其作为犯罪行为加

以处罚[５].这样的方式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

于收买者在犯罪后重新回归社会生活,同时也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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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与法律的宽容[６].
(二)轻罪刑事政策的非刑罚化

轻罪的特点主要是社会危害性较小、侵犯法益较

小的犯罪.如果收买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

社会危害性要求对收买者进行定罪存在一定必要的

话,可对收买者进行定罪,但是对其不进行刑罚处罚.
刑罚的目的不是对已经成立罪行的事后报应,而是教

育挽救收买者,使收买者能够尽量的复归社会[７].刑

法的目的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实现这种目的刑罚

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也可以对收买者进行感化教育,
这一方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一方面也可以使收买者

更好地融入社会.
(三)轻罪刑事政策的非监禁化

在刑罚的执行方式中,最普遍的是剥夺人身自由

的监禁刑,通过剥夺人身自由的方式,对收买者进行

教育改造.非监禁化并不等于不对收买者进行处罚,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处罚[８],其一是增加罚

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的适用范围,在
轻罪的前提下对收买者进行处罚,剥夺人身自由不是

唯一的方式,增加附加刑的使用,一方面可以惩罚犯

罪,另一方面可以教育收买者.其二是增加缓刑的适

用范围.对于轻罪这种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可以

对收买者处以缓刑的刑事处罚,这样也可以减少监狱

的利用率,避免造成监狱等监禁场所过于拥挤或者是

不够用的情形,同时也让收买者感受到社会上的宽容

与人道,从而从心理上进行感化.
二、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范畴的判断依据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侵犯的法益是妇女的人身不

受买卖性,我们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无论是在形式

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属于轻罪的规定范围.
(一)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形式上属于轻罪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收买被拐

卖妇女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我们认为轻罪应

以五年为标准,所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形式上应属

于轻罪.
(二)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实质上属于轻罪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对于被害妇女是一种人格上

的否认,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一种侵害,然而,收买被拐

卖妇女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收买者的人身危险性不

大,同时,收买行为并没有对被害人造成实质的侵害,

这决定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实质上属于轻罪.

１．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主要是收买的行为,即在拐卖

之后,收买者对被害人进行收买.收买者在收买时被

害人已经被拐卖,收买是拐卖的后续行为,所造成的

危害结果较小,而且收买者的手段没有达到残酷、危
害的程度,因此,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社会危害性方

面较小.

２．收买者的人身危险性不大

本罪以收买为目的,即收买者存在收买的行为即

成立本罪.收买之后对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强奸、
杀害等行为,则收买者构成非法拘禁罪、强奸罪、故意

杀人罪等罪名,本罪的危害行为仅有收买的行为,收
买的行为对被害人并没有具有实质上的人身危险性,
所以本罪的人身危险性不大.

３．侵犯妇女的法益一般较为轻微

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来看,收买侵犯的也是

妇女的人身权,其包括受害妇女的生命权与健康权.
生命权与健康权对于一个公民来说是很难甚至是不

可恢复的,一旦被破坏就可能会永久失去.具体到收

买被拐卖妇女罪,本罪的法益———被拐卖妇女的生命

权和健康权———在一定的条件下———并不必然意味

着实际受到侵害.此外,拐卖妇女的收买者在卖出的

同时要保证被收买妇女的生命和健康,从客观方面也

保证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４．收买行为并未加重侵犯被收买妇女家人的

法益

造成被害人与家人分离是拐卖的行为,而不是收

买的行为,侵害被拐卖妇女家人的利益与收买者拐卖

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与收买者收买的行为在客观上并

没有关系,从侵害的法益上来说,收买行为对于被拐

卖妇女的家人并没有因为收买而使其法益受到更大

的侵害,而是拐卖妇女行为的延续.同时,本罪归属

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中本身就存在着主观的偏

执.从所损害的犯罪客体上来看,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对被害人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伤害,对其加重处罚,
与其说是为了维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不如说国

家通过采取加重处罚的方式来产生对社会大众威慑,
减少其对公共秩序混乱的担忧.且相较于拐卖妇女

罪,侵犯被害妇女的人身自由权给被害人带来实质性

的伤害,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所侵犯的法益较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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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应属于

轻罪.
三、轻罪刑事政策视角下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缺

陷及完善

(一)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修改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６年«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的量刑方面进行了调整:实施本罪,按照被买妇女的

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与之前的«刑法»相比,此处删去了原条文中的

“可以免除”,于是加重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量刑.
加重刑罚固然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保护了

被害妇女的利益,但是我们认为,在许多本罪的案件

中,这种“保护”更具有象征性意义.修改后的法条将

“收买”一律入刑,这使得解救被害人更为困难;收买

者实施的有利于被害人的措施的意义变得微乎其微

等等,这就意味着本条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１．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定罪方面有待细化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法律修改后规定收买一律

入刑,即收买者实施收买的行为即成立本罪,但是法

律上并没有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和收买被拐卖儿童

罪在定罪方面进行细化的区分.同时,从主观方面上

看,收买者在主观上是否一定要存在恶意,这在定性

上法律并没有明文的规定,这就导致了在司法实践当

中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定性上出现多重标准.

２．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刑罚设置方面有待完善

在刑罚设置方面,刑法虽然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进行了规定,但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例如在妇女

被拐卖的期间,对妇女的待遇好与坏进行区分,对收

买者的量刑就应该进行区别.当收买者收买后帮助

被害人生活等情形出现后,对收买者若仍然依照法律

的规定进行量刑,就会产生刑罚不均衡的现象,违背

罪责性相适应原则等.所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

罚设置还有待完善.笔者建议,应当增加收买被拐卖

妇女罪的刑罚的种类,增设财产刑等附加刑的刑罚.

３．刑罚执行简单粗暴

(１)刑罚执行违背轻罪刑事政策

刑罚执行处于司法的最后阶段,是刑事裁判得以

实现的重要保障.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因为收买

者所触犯的是轻罪,因此在执行上应严格按照轻罪刑

事政策执行,避免造成与轻罪刑事政策目的相悖的

效果.

(２)刑罚执行手段单一

在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中,正是由于我国设定的刑

罚比较单一,在刑法中没有规定其他的执行方式,基
本都是限制收买者的人身自由的刑罚,没有其他可以

适用的附加刑,从而造成刑罚执行方面的简单粗暴.
(二)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完善建议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我国的入罪标准、刑罚设置

以及刑罚执行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对此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１．本罪在入罪标准方面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进行了

修改,取消了本罪出罪的可能,这种调整并不恰当,笔
者对此提出四点修改建议.

一是对 于 本 罪 不 能 一 律 入 罪.«刑 法 修 正 案

(九)»取消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其规定只

要收买一律入罪.对于这一调整,部分学者给予支

持,认为这种规定更重视对妇女人身的保护,避免收

买者利用法律的漏洞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有部分

学者认为这与轻罪刑事政策相违背,与刑法的目的不

相符,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收买者融入社会.
我们认为,从«刑法修正案(九)»对本罪的表面调整上

看,似乎对妇女的权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保护,但司

法实践当中,给被拐卖的妇女带来了潜在的危险,立
法者修改本罪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其对在实践中存在

的特殊情况进行区分.例如,若是收买者在收买时是

以解救被害妇女的意思,但是按照刑法的规定仍然要

进行定罪,那么收买者在“释放”被害人时会产生顾

虑,甚至会产生不去解救被害人,从而使被害人丧失

一次恢复人身自由的机会;再如,若是受害妇女央求

收买者进行购买,但是收买者因收买行为是犯罪放弃

收买,导致被拐卖的妇女长时间的处于危险处境,往
往会增加被害人的人身危险性.再例如,收买者进行

收买后,在被害人承诺后与被害人组成家庭,并未对

被害人进行虐待,此时如果仍以刑法为依据对收买者

进行定罪,则意味着对被害妇女造成了二次伤害等

等.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对
本罪基于不同的情形应当给予不同的定性,而不能一

味地入罪.
二是应当设立独立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收买

被拐卖妇女罪并不是单独的一个罪名,而是与收买被

拐卖儿童罪并列的选择性罪名.但是,两罪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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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大的差别,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对象、犯罪客观方

面等.因此我们认为,应对收买被拐卖妇女与收买被

拐卖儿童罪进行区分,分别予以定罪.
三是设定本罪的量刑情节.第一,根据收买的来

源不同来区分收买者的主观恶意的不同.例如,收买

后收买者对受害人有虐待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第

二,根据收买者是否患有法律中禁止结婚的疾病来判

定对收买者的量刑.如果收买者明知自己患有法律

上所禁止结婚的疾病,依然收买被拐卖妇女,则应当

从重处罚;反之,则应当从轻处罚.

２．增加本罪的刑罚种类

实施本罪的处罚方式均为剥夺收买者人身自由,
这种刑罚设置过于单一,与轻罪刑事政策不符,笔者

在此建议应增加刑罚种类的设置.
一是增加罚金刑.虽然现在罚金刑等附加刑的

利用率在不断地上升,但是在公民的心中罚金刑依然

是替代刑罚,这也就导致罚金刑在刑法的地位依然较

低,单独运用的情形还较少[９].我们认为收买被拐卖

妇女罪收买者实施的并不是全部都有必要进行剥夺

人身自由,对于没有恶劣情形、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收

买者或者是与被害人组成家庭的收买者进行罚金刑,
一方面可以节约拘役所或者监狱的压力,另一方面也

可以保护被害人的现有利益,同时对社会起到惩罚与

警示的作用,一举三得.
二是增加没收财产.在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中,考

虑到罚金刑不足以对收买者进行处罚,而处以自由刑

又较为严重,可以对收买者实施没收财产.
三是增加法院禁止令的适用.禁止令一般都是

作为辅助性的刑罚进行使用,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中,
可以对收买者单独处以禁止令,禁止其从事一定活

动等.

３．是否非监禁化的考察因素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在刑罚适用上并没有进行细

化的区分,这就使司法人员在不同的司法认定中存在

着一定的难度.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应当

利用是否对收买者适用非监禁的方式对收买者进行

处罚,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一是收买者在收买过程中是否使用暴力、胁迫等

手段.在收买者进行犯罪的过程中,收买者所使用的

手段可以作为刑罚适用方面的依据.如果收买者使

用暴力、胁迫等危害被害人人身健康权的手段收买被

拐卖妇女的,应当判处收买者剥夺人身自由的拘役或

者有期徒刑;如果收买者在收买妇女过程中未使用暴

力或者胁迫手段,同时协助被害妇女返回居住地的,
在轻罪刑事政策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指导下,对收

买者应当适用管制或者缓刑.
二是应当考虑被害妇女的意愿.被害人的承诺

是指在收买者实施犯罪行为之前,被害人对其在法律

上给予其对于自己的合法利益可以进行支配而做出

允许收买者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侵犯的承诺[１０].在

刑罚适用方面,受害人的意愿或被害人的承诺是至关

重要的,妇女作为被收买的对象在收买的过程中应当

成为影响刑罚适用方面的重要参考因素:
第一,被害人不认为收买者对其有侮辱行为的.

例如,收买者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后将其作为自己的妻

子一起生活,在此情形下,我们不能排除收买者与被

害人之间有情感存在,进而成为一个美满的家庭.而

依照刑法的规定收买者必然会受到刑罚处罚,这对于

被害妇女来说,没有在刑法上得到补偿与慰藉,同时

还存在着破坏一个家庭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下,应当

对收买者处以罚金刑或者是非监禁刑等刑罚.
第二,如果被害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被

害妇女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能力,收买者进行收

买会使被害妇女有陷入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

为收买者的行为较恶劣,若不能证明收买者不知道或

者不应当知道被害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

不能证明自己是以解救的目的进行收买的,应该对收

买者处以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
第三,被害妇女主观上愿意被收买者收买.被拐

卖妇女在被拐卖期间通常会遭受非人的待遇,或者被

拐卖者囚禁等,妇女在被长时间虐待后,收买者在收

买时不排除得到被害妇女的同意,从而客观上被拐卖

妇女得以解救.因此,当收买者在事前获得受害人承

诺的前提下,对收买者应当不予监禁.
第四,收买后被害人是否自愿与收买者组成家

庭.收买者收买后若与被害人组成家庭,且被害人自

愿与收买者继续生活,我们认为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

的指导下对收买者不予监禁.
此外,收买者在收买后,悉心照顾受害人,且没有

侵犯被害人权利的行为,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对
收买者应当不予监禁.

在我国,报应性刑罚思想对我国公民的影响根深

３１

王吉春,等: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为例



蒂固,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存在.但是随着时代的进

步,这种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我国刑法的发展.所以这

为轻罪刑事政策拓展了空间.我们认为对于收买被

拐卖妇女罪,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制定符

合本罪入罪标准、刑罚配置以及刑罚的执行制度,从
而保障我国妇女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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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pplicationofMisdemeanorCriminalPolicy:
TaketheCrimeofBuyingandSellingAbductedWomen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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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mendmenttothecriminallaw (nine)amendedsomeofthecharges,includingthecrime
ofpurchasingtraffickedwomen．However,basedonthestudyofmisdemeanorcriminalpolicy,thecrimeof
buyingtraffickedwomenshouldberecognizedasamisdemeanor,thesetofstandardsfortheoffense,the
settingofthepenalty,andtheexecutionofthepenaltyandsoonshallbecarriedoutundertheguidanceof
thecriminalpolicy．Thefuturedirection oftheamendmentshouldincludetheestablishmentofthe
correspondingcrimeinthecrimeofthestandard．Thefuturedirectionoftheamendmentshouldincludethe
establishmentofthecorrespondingcrimeinthecrimeofthestandard,increasethepenalty,confiscationof
propertyandthecourtinjunctionandothermeanstoreplacetheexistingprovisionsofourfreepunishment．
Injudicialpractice,accordingtodifferentcircumstancesitwilldecidewhetherthecriminalsshouldbe
imprisonedsoastoimprovethedetailsofthecrimeofbuyingandsellingtraffickedwomen．

Keywords:criminalpolicyofminorcrime;decriminalization;depenalization;nonＧimprisonment;crime
ofbuyingandsellingtrafficked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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