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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前科消灭制度问题研究

●黄灿灿

　　

[摘要]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作为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罪犯再社会化、减少社会排斥等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轻罪前科消灭的基本概念,阐述了前科消灭制度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同时,笔者从

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可行性角度分析了制定轻罪前科消灭的必要性.此外,笔者结合我国实际

情况,提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建议、实施机制及配套措施,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轻罪;前科消灭;再社会化;保障

轻罪前科消灭的理论概述

(一)轻罪的界定

轻罪的界定涉及多个方面的综合考量。 一般来说，轻

罪是指犯罪人主观恶性不大，对社会危害相对较小，犯罪情

节轻微，且处刑较轻的刑事违法行为。 这类犯罪的范围应

包含罪名、主体、情节、处刑幅度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可以

是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 在具体实践中，轻罪的界定往

往依赖于法律对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罚。 通常情况下，轻

罪对应的刑罚较轻，如拘役、管制或短期有期徒刑等。 以

我国为例，虽然法律上并未明确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但

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普遍将三年有期徒刑作为轻罪与重罪的分

水岭，即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通常被认

为是轻罪。

(二)前科的界定

前科是一个法律术语，其含义主要指的是某人因先前的

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的记录，迄今为止，各国刑法中的

前科内涵并不完全一致。 我国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没有

规定前科，仅在立法中对未成年人适用封存制度做出了部分

尝试，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 一般来说，前科通常指

的是曾经被人民法院判处过拘役、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并

且已经执行完毕的人，在之后的生活中，这段犯罪历史及其

刑罚记录便成了其前科。 但在具体的前科适用上，我国对

于前科的规定正在走向低层次化、碎片化、无序化发展。

(三)前科消灭的界定

在我国学界，针对前科消灭的观点也存在差异，主要分

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前科消灭是指曾被审判机关宣告

有罪或判处刑罚的行为人，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其宣告有罪

或刑罚的记录予以注销的制度。 二是认为前科消灭是指曾

被判有罪并处以刑罚的行为人在刑罚执行终结或免除刑罚

后，法定期限内没有再犯罪，就结束其特殊法律地位。 三

是认为前科消灭是指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对曾被宣告有罪或

被判定有罪的行为人，经过法定程序撤销其曾经的犯罪记

录，从而使其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制度。

笔者认为，前科消灭是指对因实施违法行为而被宣告有

罪或判处刑罚的，在具备一定法定条件并达到法定期限后，

由审判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注销其犯罪记录、消除前科影响

并恢复正常法律地位。

外国前科消灭制度对我国制定前科消灭制度的借鉴

和启示

前科消灭起源于１７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是在法国君主

对已经进行了赔偿行为的被罚者进行赦免的事实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目的是通过国王的赦免行为，使这部分人得以摆脱

不良名誉的污点。 后来之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犯罪领域，

最直接的原因是作为前科消灭基础的前科制度，在适用上存

在一些缺陷，容易为犯罪前科者贴上犯罪的标签，不利于犯

罪前科者的再社会化。 而前科消灭制度则能更好地实现刑

法的正义。

面对现代社会对犯罪者再社会化需求的增加，制定符合

我国实际情况的前科消灭制度较为迫切。 但是由于受到相

关历史原因的影响，目前我国全面推行前科消灭制度较为困

难。 因此，我国应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制定轻罪前科消灭

制度，这不仅符合国际趋势，也能够减轻社会的重刑思想。

我国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应限定于轻罪犯罪；设定合理

的考验期与适用条件；完善依申请启动程序，做到既保障犯

罪者相关的权利，又维护社会公益；明确消灭效应，确保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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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后前科人员能够恢复正常法律状态，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

的权利地位。 在我国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任务复杂而

艰巨，因此，相关立法部门可以在结合国际先进经验的同

时，探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模式，确保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科学合理且能够为公众所接受，并以此制

度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一)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

在我国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不仅符合我国法治的要

求，也可以弥补现有前科制度的功能缺陷，同时也可以消除

前科歧视。

首先，在我国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符合我国法治的要

求。 近年来，我国轻罪占比逐年增多，刑法制裁趋势逐步

从“历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历”，也使得有“前科”的人

数大量增加。 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目的正在于对前科

人员相关权利的保障。 其次，设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可以

弥补现有前科制度的功能缺陷，体现了罪责相适原则。 现

有前科规定的弊端最主要的表现是违背罪责相适应原则。

轻罪的刑罚虽然短，但前科效应却要终身伴随，由此导致

“轻罪不轻”。 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可以解决现有前科制

度加重轻罪罪责的问题最后，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可以消除前

科歧视。 在现有的前科制度下，轻罪需要承担终身的前科

报告义务，还被剥夺部分行业的从业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刑罚执行完毕后犯罪分子融入社会的状态。 而设立

前科消灭制度，便可以在一定时期后免除犯罪分子的前科报

告义务，从而使其顺利融入社会。

(二)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可行性

前科消灭制度可以促进刑事法治的发展。 前科消灭制

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法治成熟程度，域外国家的前科

消灭理论体系，为我国进行该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 我国

的法治现代化建设需要刑法的不断更新，也需要配套的制度

来实现刑法现代化，从而促进我国司法体系的改革。 前科

消灭制度也代表了刑事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国

家设立了该制度，我国也应当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轻罪

前科消灭制度，推动我国刑法现代化、国际化。

制定前科消灭制度是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部分

地区已经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制定了前科消灭试行办法，不论

办法评价如何，都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做出了贡献。 我国

前科消灭也从法院转向了多部门共同负责，各地也开始进行

对该制度的法制化尝试。 在此趋势下，制定起统一的全国

范围内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对司法实践的回应

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

(一)前科消灭的范围

本文主张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并以法定最高刑３年

以下有期徒刑为界，制定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因此，适用

范围以法定刑为标准进行划分才具有确定性。 若以宣告刑

作为划分标准，则部分重罪，如抢劫罪和强奸罪等，因个案

轻判被纳入消灭范围显然不妥，也对社会安全、公众利益造

成威胁。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不仅要维护犯罪分子的权益，

也要维护公共利益，更要优先保护公共利益。 因此，需要

明确禁止适用前科消灭的范围。 笔者认为，累犯(包括一般

累犯和特别累犯)和部分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等)不论其法定刑如何，均不可以适用前科消灭

制度。

(二)前科消灭的条件

前科消灭需符合一定的形式条件，即时间条件，也可以

称其为考察期。 笔者认为，分段式考察期更为合理。 依据

其刑罚轻重设立不同时长的考察期，以附加刑、管制拘役、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划分界

限，分别设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的考察期。 对于未成

年人，可适当缩短其考察期，缩短区间可以设置为二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考察期的起算时间以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开

始计算。

实质条件指前科人员的表现情况。 对于该制度来说，

判定前科消灭人再犯可能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关键。 国

外的设置主要包括是否再犯新罪、是否再犯特定罪、是否履

行法定义务。 笔者认为，可以将是否再犯新罪作为实质性

条件，不论其所犯新罪的危害程度。 如果前科人员在考察

期内表现良好、未犯新罪，则可以认定其危险性较小。 同

时，也将前科人员的主观心态、犯罪动机、日常生活环境、

品行、家庭环境纳入综合考察范围之中。

(三)前科消灭的程序

世界范围内的前科消灭制度启动程序主要包括依申请消

灭、依职权消灭和法定消灭。 笔者认为，依职权消灭可能

丧失法院的中立性，自动消灭则无法体现前科者的改过情

况。 因此，我国应当采用依申请消灭的形式，具体程序如

下：首先，提出申请。 提出申请的主体包括本人及其近亲

属。 本人及其近亲属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前科的不利影响的

人，应当享有申请权。 其次，受理申请。 受理申请的主体

为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该法院更为了解案件情况，也与前

科人员接触较多，有利于了解前科人员的改造情况，也更为

节省司法资源。 再次，进行审查。 收到申请的法院应当对

前科人员进行综合审查，主要包括申请人员申请的罪名是否

属于可消灭范围、前科人员是否满足前科消灭的形式条件和

实质条件等。 同时，法院应当听取前科人员居住地村居委

会、邻居、社区组织的综合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在进行

综合审查后，法院对于符合消灭条件的作出准许消灭的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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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并将裁决书送达申请人及执行机关。 执行机关在收到

准许消灭的裁决后，对前科人员的犯罪记录和其他信息进行

消除。 对于没有达到消灭条件的，法院作出不予消除的决

定，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最后，接受监督。 一是人民检

察院对前科消灭制度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包括启动程序、适

用、裁决结果等。 检察院认为前科消灭适用不适当的，可

以要求法院进行复核并将其结果送达检察院。 二是当事人

的监督，主要包括申请人和受害人，申请人和被害人可以对

法院的裁决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或检察院申请复议。

(四)前科消灭的效力

前科人员的前科被消灭后，主要产生如下几方面效力：

(１)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并消灭犯罪记录。 前科消灭后，犯罪

记录也一并消灭。 从法律上说，前科人员在前科消灭后将

被视为不曾有过犯罪行为之人，其前科报告义务也就相应地

免除，无需承担如实告知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 (２)恢复

合法权益。 前科人员前科消灭后，由于前科所引发的负面

后果及影响也应当一并消灭，前科人员将与其他社会人员一

样，享有正常的民事、行政权益并接受社会的公平对待，因

前科而被限制或剥夺的各项权利均将恢复正常状态。 (３)不

得将前科引用于诉讼中。 前科人员的前科被准许消灭以

后，犯罪分子应当被视为从未有过犯罪行为之人，其法律地

位也归于正常。 前科人员先前犯罪行为的记录仅能作为客

观事实存在。 如果在前科消灭之后，前科人员的前案记录

依旧能够被诉讼中引用，则有违前科消灭的设立初衷。 因

此，在前科消灭发生后，即使前科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依旧不得将其已经被消灭的前科作为其构成累犯的依据或作

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但前科人员在考察期内犯罪的，可以

被引用到诉讼中且其考察期终止，法院不得准许其消灭前

科。 同时，即使前科人员的前科被成功消灭，后续再次实

施犯罪行为并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符合前科消灭条件的，

依旧不得准许其消灭前科。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项法律制度能否实施，不仅取

决于制度是否合理，制定模式是否完善，还在于该制度与所

处社会体系是否相符合、相协调。 在制定前科消灭制度的

过程中，相关立法部门可以合理借鉴外国先进制度的制定模

式与立法经验。 同时，相关立法部门更应立足于我国的实

际情况，分析我国制定前科消灭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合

理的解决方式，从而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前科消灭制度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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