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赛现场

“净身出户”就可以逃避债务吗？
张某因与王某产生民间借贷

纠纷，将王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
王某偿还张某借款 10 万元及利
息，但王某并未按期履行。法院在
执行过程中，未发现王某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无法继续进行执行。

张某认为，该欠款是王某购买
某小区一套商品房时所借，王某在
离婚时转让房产行为严重损害其
利益，遂将王某及涉案房屋的共有

人章某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商
品房产权变更协议无效。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章某未
提供证据证实在签订离婚协议时
张某知晓该协议内容，故该协议对
张某不产生法律效力。王某在债务
未清偿的情况下，在离婚协议中主
动放弃共同财产份额，由个人承担
债务，属于怠于行使财产分割权
益，导致第三人债权无法顺利实

现。张某作为王某的债权人，以申
请执行人的名义提起代位析产诉
讼有理，予以支持。法院判决确认
该商品房 50%的产权份额为王某
所有，为可供执行财产。

●说法：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
中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
的分割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除第三人明知上述协议内容以
外，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王某明

知借款没有偿还，仍通过协议离婚
无偿将房产分给章某，企图“净身
出户”逃避债务。案涉房产虽然登
记在章某名下，但系王某与章某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二人即使通
过财产分割条款对共有财产进行
了分割，但该分割条款并不具备对
抗债权人张某的效力。

阴 亓玉昆整理
《人民日报》9月 26日

法萃

观心向阳 幡然醒悟
服刑人员用演绎直面往昔错罪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
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
下……”伴随着《人世间》的
主题曲，云南省昆明监狱心
理情景剧《透过天网的太阳》
在高墙内演绎正酣。

四年前，刘某某为了吸
毒败光了家中所有积蓄，最
后以贩养吸，走上犯罪的道
路。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
刘某某的父亲亲手将他送
进监狱。正因如此，刘某某
由怨生恨，在服刑过程中封
闭自我、拒绝交流。为了打
开他的心扉，让他放下戾
气、安心改造，监狱心理咨
询师应用语言疏导，换位、
旁白、共情等心理技术，引
导刘某某走出心理误区。

时隔 4年，当刘某某通
过视频看到父亲苍老的容颜
时，这个曾经的“逆子”，终于
理解了父亲的用心良苦，流
下了悔恨的泪水。

这是昆明监狱举办的
“观心向阳 法道追梦”罪犯
心理情景剧比赛中触及心
灵的一幕。此次心理情景剧
以“自己演·演自己”的方
式，淋漓尽致地演绎了改造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剧情跌
宕起伏，逻辑鲜明，极富启
迪性和教育性，达到治愈
“剧中人”、警示“局外人”的
目的。据悉，本次比赛共有
10个剧目参赛。

云南监狱微信公众号
9月 24日

资讯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如何“解封”

上海检察微信公众号
9 月 12 日发表文章《轻微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
展望》。在文中，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官尤丽娜表示，
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方式
方面，需要同时关注纸质材
料和电子材料。建立专门的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
严格的保管制度。对于电子
信息系统中需要封存的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应当
加设封存标记，未经法定查
询程序，不得进行信息查
询、共享及复用。封存的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不得
向外部平台提供或对接。其

他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
讼案件，因办案需要使用了
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信息的，应当在相关卷宗封面
标明“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
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
措施。关于解封方面，新罪或
发现漏罪，与被封存记录之罪
数罪并罚超五年的解除封存；
另外，成年后再次故意犯罪已
经不能实现封存的目的，同时
考虑到再次故意犯罪和过失
犯罪的主观恶性差异，目前规
定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
人，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人
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
明其之前的犯罪记录。

2 法治观察 2024年 10月 10日
责任编辑：张奕辰 版式制作：李海英

“人民教育家”张晋藩：

为中国“青铜民法”正名
张晋藩先生出生于 1930

年，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
究 70余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
杰出代表，曾被评为国家级重
点学科中国法制史学带头人。9
月 13 日，张晋藩被授予“人民
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是张

晋藩从小立下的志向。“1930年
我出生在沈阳。我的童年是在
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下度过的，
那时历史课不教中国的历史。”
张晋藩回忆道，“‘灭人之国，必
先去其史’，侵略者就是要让中
国人忘记自己的根。”
“祖父因饥荒过世。战乱频

仍，想买一口棺材都没地方买。
幼年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
激励着我要为国家富强好好读
书。”张晋藩说。

1949年 7月，张晋藩进入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此后
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法
制史专业研究生。1979年以前，
国外曾三次召开中国法制史国
际研讨会，都未邀请大陆学者
参加，这严重伤害了包括张晋
藩在内的中国学者的自尊心。

1979年 7月，中国法律史

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张晋藩先
生提议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
卷本。书籍编写困难重重，时断
时续。会议次年召开的“集学界
全部研究力量”的第一次编写
会，实际仅有二十余人参加。在
尚无“一键检索”的年代，沉于
卷帙浩繁的史料，上至远古氏
族战争、下到新中国成立，徒手
梳理中国法制发展历史，并编
写出史料翔实、论证严谨的十
册书籍，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是难以想象和估量的。19年来，
面对经费短缺、出版困难，张晋
藩先生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当
“超长战线”下的人力不足开始
显现，部分编委退休、两位编委
谢世、两位编委因感到出版无
望退出后，他选择拉上毕业的

博士们一起加入编写队伍中。
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正式
出版，全书共 10 卷、500 余万
字，被意大利学者誉为中国的
“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研究法制史重在“以史鉴今”
“法制史研究的是过去，但

面向的是未来。”在张晋藩先生
看来，中国五千年的法制历史
源远流长，彪炳史册，既是标志
其文明高度的丰碑，同时也是
支持我国当前治国理政和增强
文化自信所需要的智库，因此
研究法制史重在“以史鉴今”。

张晋藩先生在专访中谈
到，他在读法制史的时候很反
感处处讲西方。比如说讲到民
法时，西方学者很长一段时间

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早
在 1983 年召开中国法律史学
会第一次年会时，我就特别提
出来这个观点必须改变，我们
不是‘诸法并存、民刑不分’，而
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提出
了这个观点后，我需要去证明
它。为此，我认真研究中国古代
民法史，发表了多篇论文，撰写
了多部专著，最近还主编了一
套三卷本 130余万字的《中国
民法史》。”

张晋藩先生表示，中国古
代不仅有民法，而且中国的民
法还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青铜
器是国家重器，鼎是国家的象
征，把民法刻在鼎上面，足以说
明对民法的重视。有很多铜器铭
文里面提到了民法的规则，如不
当得利、非法得利等等。如勿日鼎
记载的一个案例。勿日被别人抢
了“禾”（即小米），他将那人告到
东宫，最后那人被责令加倍赔
付。如果到期不还的话还要加
重，这就是侵权赔偿之债。“我
们需要为中国民法正名。中国
古代不仅有民法，而且有发达
很早的民法。这需要下功夫做
细致的研究，也需要寻找确凿
的证据来证明。我常常说，《汉
谟拉比法典》是刻在黑石柱上
的，所以叫作石柱法；我们的民

法也可以叫作青铜民法，因为它
是青铜器上铸造的民法。将买卖
契约、借贷契约、赔偿契约都镌
刻在青铜器上，那是更有价值、
更有说服力的。”

2024 年，《张晋藩全集》第
一辑出版，距张晋藩先生 1954
年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头条正
式发表第一篇文章，恰好跨越
了 70载岁月。70载学术人生，
“著作等身”这一形容甚至有些
保守。出版 60余部专著、主编
20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可以
说他是真正将“文字工作”做到
了极致。《全集》仅第一辑就有
22册、约 900万字，排在桌上足
有近一米长；全部三辑预计将
达 3000万字。

自 1984年招收首届中国法
制史博士生以来，张晋藩先生
迄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其
中包括多名外国留学生。如今，
张晋藩仍然坚持给每年新入校
的博士生上课，并亲自带博士
生。“只要身体能顶住的话，我
还是要多读一点东西、多做一
些研究。”他说。
（本版有删节）

□蒋安杰张涛吴文诩李依纯等
综编自《法治日报》、人民号、

新华网、中国政法大学微信公众号
10月 7日

西方学者很长一段
时间都认为中国古代没
有民法。张晋藩教授表
示，中国古代将买卖契
约、借贷契约、赔偿契约
都镌刻在青铜器上，他一
直在寻找确凿的证据为
中国“青铜民法”正名。

燃灯者

法育新生

我国超八成罪犯刑期在 3年以下

轻罪治理已成时代课题
7月 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公开发布。在“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
一部分中，《决定》提出，要建立轻
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轻罪治理这个最初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基于对刑事犯罪结构变
化而提出的概念，近几年一直是法
治建设领域的重要课题。2023年 8
月，最高检印发《2023—2027 年检
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构建治罪
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各
个地方的基层检察机关也在探索
轻罪治理的具体做法。

最高检检委会委员、普通犯罪
检察厅厅长侯亚辉近日在媒体专
访中指出，轻罪治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也是司法各机关、社会各界共
同面对、回应的时代课题。

轻罪案件人数占比大幅上升
2023 年《刑事检察工作白皮

书》显示，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
案件中，危险驾驶罪、帮信罪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占案件总
数的 22%、8%和 7%。此外，判处三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
人数占比从 1999 年的 54.4%上升
至 2023年的 82.3%。

近日，第七届上海政法学院
“刑法论坛”关注到这一趋势，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
数十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
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官、检察官等
实务界人士 150 余人，围绕轻罪
治理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

提出各自的观点。
上海政法学院原副校长闫立

提出，轻罪本身也是法律规定的犯
罪行为，解决轻罪问题要从立法着
手。他举例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司法解释提高醉驾入刑的门槛后，
很多轻微醉驾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了，这就是司法上的非罪化。因此，
在立法时就应采取审慎的态度，不
能太过超前。

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
黄卓成看来，消除犯罪附随后果首
先应当将“严而不厉”作为刑法制
裁的价值追求，“严”就是要加强
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不厉”就
是减轻刑法的严厉程度，从而顺
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其
次应当从制度入手，消除犯罪附
随后果。比如缩减前科报告义务
的范围、扩大犯罪记录封存的范
围，包括实质性构建前科消灭制
度，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已经受到
刑事处罚的犯罪人员，在一定时
期后可以消除其犯罪记录，使其不

受歧视，重新融入社会。

多地探索“认罪认罚 +社会公
益服务”

侯亚辉在媒体专访中表示，近
年来，多地因地制宜，探索开展“认
罪认罚 +社会公益服务”工作，引
导拟不起诉犯罪嫌疑人通过参加
社会公益服务活动更快更有效地
改过自新，融入社会。

他认为，首先，这给予犯罪嫌
疑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选择
权，通过参与公益服务促进其不
断强化内心反省，真诚认罪悔罪，
从而更快更好地亲近友邻，回归
正常生活。

其次，犯罪嫌疑人通过深入参
与社会活动来补救犯罪行为造成
的损害，弥补“不诉了之”的治理缺
口，并使得受损法益、社会关系得
以修复，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

再次，社会公益服务丰富了轻
罪治理路径，逐步推动形成“政法
协同、府检联动、多方参与”的轻罪
治理工作大格局，推动轻罪治理现
代化、服务社会治理法治化。

另外，通过将社区等基层组织
实际需求纳入社会公益服务内容，
有力壮大了基层社会治理力量，缓
解了基层工作压力，形成了检察机
关、基层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市域社
会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关于轻罪和重罪概
念是由学界界定或者实务上区分
的，并不存在法定标准，相对较为
一致的观点是把法定刑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拘役的犯罪
界定为轻罪。侯亚辉认为，以法定
刑为标准区分重罪与轻罪具有合
理性，也便于司法实践中掌握。而
且从长远看，我国立法上还是应当
区分轻罪与重罪，通过犯罪分层，
适用不同的刑事诉讼程序与处理
方式，以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从刑
事政策角度，区分轻罪与重罪也有
利于对犯罪进行分类、分层治理，
更好地实现预防犯罪。

对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侯亚辉认为，从司法实践情况看，
确实存在将一般违法、行政违法行
为拔高认定为犯罪问题，反映出对
轻微犯罪入罪标准把握不严、出罪
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当前
轻微犯罪群体越来越庞大，犯罪后
不仅要承受刑罚的不利后果，还要
承担严重附随后果，如在就业、入
学、入伍甚至子女成长等方面均会
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这一现状不
仅影响犯罪人再次融入社会，也会
影响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接下来，在轻罪治理中，一方
面应当遵循我国违法与犯罪分层
追责与二元制裁模式，依法准确把
握轻罪入罪标准；同时还要考虑犯
罪前科制度以及相关附随后果问
题。对于后者如何适应犯罪结构变
化，体现罪责自负原则精神，有不
少专家学者在研究推动，社会各界
也有呼声，应当纳入完善轻罪治理
体系一并考虑。

阴 王闲乐 张馨予
综编自上观新闻、《中国新闻周刊》

9月 30日

法度

独角兽

专家认为，对于犯罪
情节较轻，已经受到刑事
处罚的犯罪人员，在一定
时期后可以消除其犯罪记
录，使其不受歧视，重新融
入社会。

最高法：缺陷产品造成的自
损，属于产品责任赔偿范围

据《新华每日电讯》10月 7日消
息，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
示，近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因产品存
在缺陷造成买受人财产损害，买受
人请求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赔
偿缺陷产品本身损害以及其他财产
损害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相关
规定予以支持。消费者可以通过提
起一个侵权责任纠纷诉讼，一并主
张赔偿产品自损以及缺陷产品以外
的其他财产损害。

“两高”联合发布依法严惩危
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治网 9月
30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等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等 4件危害
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其
中，在孙某结等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案中，2018 年至 2021 年 3
月，孙某结等人在明知工业用甲醛
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情况下，为使
其所销售的银鱼能够在常温下存
放更长时间，使用工业用甲醛溶液
浸泡银鱼，并将泡好的银鱼销售给
江苏省昆山市等地商贩，销售金额
共计 129万余元。昆山市人民法院
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
处被告人孙某结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张晋藩（摄影 /卢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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