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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时代犯罪附随后果探讨

邵泓博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南京　211816

摘　要：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呈现以预防为主的积极立法态势，刑法之中增加了大量新罪并以轻罪为主。伴随着轻罪时代的

到来，犯罪人数显著上升，犯罪附随后果引发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当前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着冗杂混乱、

性质不清的问题，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对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考。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在对于当前的形势已经不再如往常一

样适宜。当前首要的措施是对于轻罪的附随后果的存废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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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犯罪附随后果的现状

犯罪附随后果具有不同称谓。有学者将犯罪附随后果

称为“刑罚附随后果”或“犯罪行为的附随法律责任”。“犯

罪附随后果 " 的涵义远超“刑罚附随后果”，它的表达方式

和“犯罪附随后果”的思想完全吻合。“犯罪记录封存”“无

犯罪记录证明”则着重于描述主观的因素，但“犯罪附随后

果”则把重点放在了主观因素以及其他客观因素上。由此，

本文也采用“犯罪附随后果”一词。

对于犯罪者本人适用的犯罪附随后果通常包含职业剥

夺和限制的内容，某些规范性文件明确表示具有犯罪前科的

人员不得从事某些职业。《刑法》第 100 条规定“依法受过

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

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其他规范性文件也

有部分规定，例如《破产法》规定，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的，不得担任破产管理人。

对于犯罪人之外的其他人，通常是其亲属也存在着犯

罪附随后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入学、参军等方面。

例如政审一般会考察被政审人的家庭成员及亲属等，如果有

犯罪前科，则可能限制或剥夺被政审人的入学、就业、入伍、

入党等权利或资格。当用人单位得知家庭背景中存在犯罪前

科人员有较大概率会引起对被考察人本人的不利评价。

随着轻罪时代犯罪结构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犯罪

人，这便意味着更多无辜的人被剥夺权益。这样的情况不得

不让人思考，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存在是否更多的为整个社

会带来了消极影响。

2. 犯罪附随后果基本性质的探讨

在我们讨论对于犯罪附随后果这项制度的改进或废除

之前，首先要明确这一制度的性质归属，有刑罚说、行政处

罚说和保安处分说。

2.1. 刑罚说

刑罚说的支持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实为一种刑罚，

是一种存在于刑罚体系之外的资格刑。有学者认为 : 我国刑

罚体系中的资格刑种类较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

两种。而又存在着大量的的行政处罚。这些行政处罚实为资

格刑，故可将其称为刑罚体系外资格刑。

2.2. 行政处罚说

有人认为犯罪附随后果被归类为行政处罚，因为一些

学者认为包括限制从业资格等规定一般来自行政机关的规

范性文件。

然而，对于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要求存在犯罪的行为

人，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的有罪判决是适用犯罪附随后果的首

要前提。而行政处罚仅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决定的。犯罪附随

后果要涉及更多主体的参与。其次，承受犯罪附随后果之后，

行为人本人通常很难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寻求救济恢复其

权利的圆满状态。而行政处罚存在着行政诉讼、行政复议

等具体方法寻求救济。再次，犯罪附随后果因为犯罪人身

份的产生而自然而然地适用，并不需要在先前犯罪行为之

后再另有其他行为。而行政处罚的适用仅基于行为人做出

的触犯行政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最后，从严厉性程度

上看，犯罪附随后果轻重幅度大，许多犯罪附随后果严重

超过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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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安处分说

在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保安处分的表述，但这并不代

表保安处分的内容并不存在。《刑法》第十一次修正案中存

在“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的表述。这种由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从形式上看是一

种典型的犯罪附随后果。

3. 犯罪附随后果目的的探讨

通常认为，犯罪附随后果具有一般预防、特殊预防、

维护特定职业尊严和行业利益的目的。

3.1. 一般预防

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是在犯罪者承受由司法审判带

来的刑罚之外，又给其增加了严重的责任负担。表面上看是

增加了对犯罪惩治的严厉性，能够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但

是一般预防的效果并不是随着惩罚力度的加重而增加，在某

些时刻可能还起着反作用。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

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若是只看判决所判

之刑罚，基本符合这一原则。然而当我们将刑罚与犯罪附

随后果相加与所犯之罪进行轻重比较，我们难以确定在事

实上形成相适应的情形。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人要承受远

超刑罚本身所应有的痛苦，事实上的轻罪重刑便这样产生

了。若用过重的处罚去处理相对较轻的问题，有时反而会

引起反作用。法令制定的越严厉，人们犯罪和承受严重后

果的可能性越高，选择去钻法律漏洞的人就越多，反而引

起了对法律制度的破坏。

3.2. 特殊预防

特殊预防坚持基于犯罪人刑事责任，对其本人进行预

防。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在特殊预防这一方面也是要基于这一

点对犯罪人本人进行预防。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与犯

罪人有关系的人也成为了这预防的目标。作为犯罪附随后果

本质的保安处分在以人身危险性为根据进行预防的同时，需

要严格遵循责任主义对预防的范围进行限制。

行为人的权益进行剥夺或限制的权利来源于行为人实

施客观的不法行为。没有刑事责任的家属不能成为预防的对

象。然而在某些方面，例如有关政治权利的剥夺，亲属因为

行为人的犯罪而受牵连，这显然不合理。

3.3. 职业尊严与行业利益

犯罪附随后果对于职业上的影响大多只是限制行为人

进入某些特殊的行业，仍然保留了就业和职业选择的权利。

对于职业的限制最鲜明的就是公职资格的限制，这本身并不

存在什么问题，很多行业也有相关的规定，但是综合起来看

大多数规定严格的行业从业人员获得的社会利益是高于其

他一般性行业的，这不免造成一种隐性的职业歧视认为这些

行业就高于其他行业一等。这些具有严格规定的行业又相当

于一个标杆影响着其他并不严重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业或职

业，其他的行业出于对于自身发展的考量和跟风效应，又不

免进一步跟进制定新的行业规定，严格限制具有犯罪前科的

人员进入行业的可能性，且不论其本身制定的规则有无合理

性，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犯罪人员的就业空间便会逐渐的

被压缩，以至于进一步加大他们正常生活融入社会的难度。

4. 犯罪附随后果现存问题解决思路的探讨

犯罪附随后果的设立本身就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在肯

定其具有一定作用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其在合法性及合理性

上的缺失。我国目前已经设立了一些相关的措施减缓公民承

受犯罪附随后果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这些措施在帮助犯

罪人员排除歧视对待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根本上问题

的解决无足轻重，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需要对犯罪附随后果

制度本身进行裁汰，这是一个重大且复杂的工程，现提供以

下几点思路。

4.1. 对于轻罪初犯附条件不起诉

轻罪时代犯罪圈不断扩大，更多原本被认为是违法的

行为被规定为犯罪，纳入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刑法修正案

（十一）更是加入了妨害危险驾驶罪、妨害药品管理罪等

二十二种新罪名，这无疑表现了伴随着刑法调整内容扩大的

同时，更多的行为人及其有关联的人因为被打上犯罪标签，

将承受犯罪附随后果的作用。为应对这种犯罪圈的扩张必须

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持犯罪圈的相对平衡，应当针对性的对

轻罪所造成的影响进行限缩。

可以采取对于法定犯以及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犯罪适用初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方法。因为法定犯相

对于自然犯来说在道义上会受到更少的谴责，同时也反映了

较小的主观恶性，对其进行宽大处理更能为社会成员所接

受。在现行的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刑法修正案（七）对逃

税罪的初犯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而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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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法中，2021 年也增加了“首违不罚”的规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随着

原来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法之管辖，有关行政违法的处理方

法也可以适用于刑法之中，宜将初犯不罚的方法置于刑法总

则之中进行适用。

4.2. 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犯罪附随后果影响范围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科制

度的存在。这一制度极大的增加了犯罪人员重返社会难度，

因此应当考虑对于犯罪前科相关规定的修改。

目前对于轻罪的犯罪人减少前科影响的措施可以参考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大处理措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

未成年人报告义务的免除。对于一般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构

建的具体进程中我们应当多方面考虑。

一方面，应当对于前科的范围进行限缩。在实际中，

可以排除将单独适用附加刑的热视为受刑事处罚的人。而对

于虽然判处刑罚但是并未实际执行的缓刑的情况，也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作为未受过刑事处罚过的人。

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在就业、升学中前科报告对本人

和其他有关联之人的影响。相应的，有关单位除非有特别重

要的政治职能的，不得要求前科报告。应当按照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规定严格限制对相关人员的犯罪记录进行查询。求职

者家庭成员的前科作为一种个人信息，单位不得对于相关人

员前科信息查询。

4.3. 对于有关规范性文件内容范围进行限制

而犯罪行为附随结果常常以一种非惩罚的形式明文规

定了对劳动以外的权力进行剥削，并不仅仅由法律法规，也

散见于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地区性规约、民族自治章程、单

行管理条例、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和地区政府法令等，甚至也

存在于一些行业协会与企业规章制度之中。而犯罪行为附随

后果对于人的权利限定并不宽于那些存在于法律制度中对

于人身权利的限定，因此在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确定根据时，

下位法无权设立减损国民、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或或加

重其意义的标准，否则就要超出其立法权限，相应的标准必

须改变或废除。

犯罪附随后果常常以一种非刑罚的形式对权利进行了

剥夺，大量散见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甚至也存在于一些行业

协会与企业规章制度之中。而犯罪附随后果对于人的权利限

制并不宽于那些存在于法律中对于人身权利的限制，在没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依据时，下位法无权设定减损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因此应当对于相

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细致筛查，删除有关权利限缩的内容，

而对于数量繁多而驳杂的行业协会规定和企业规章制度更

是要加强有关部门的审查。

5. 结语

在轻罪化立法趋势下的今天，犯罪附随后果的预防作

用被日益膨胀的犯罪人数所带来的隐性而不公正的社会性

惩罚效果所掩盖，正确对待处理的关键在于对“人身危险性”

和“再犯可能性”的判断。在法律层面接受轻罪时代到来的

同时，思想观念以及社会治理方法更应做出改变。在未来，

更加合理公正的有关规范也必将出现，改进并取代犯罪附随

后果维护着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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