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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 !死 

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 ∀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 �就应当树立轻刑 !慎 

刑思想 � 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 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 � 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 

度 � 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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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 ���� 年刑法典保留了 �� 个死刑罪名 �刑 

法第 ��� 条规定的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罪这 

个选择性罪名就是其中之一 �并且也是所有毒品犯 

罪中惟一的死刑罪名 ∀如果单从死刑罪名在毒品犯 

罪中的分布比例而言 � 毒品犯罪中死罪并不多 ∀ 但 

如果从立法效果来看 � 司法实践中因毒品犯罪被判 

处死刑的实际人数 �在所有死刑犯中所占的比例是 

最高的 ≠ ∀在一些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 � 同时有 � ∗ 

� 个 !甚至 � ∗ � 个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例并不鲜 

见 � 也有的被告人因第一次涉毒犯罪即走上了人生 

的不归路 � 这些都说明毒品犯罪中适用死刑的严厉 

性 ∀另外 � 每年的/ � � �� 国际禁毒日0也成了名副其 

实的/ 伏法日0 � 全国各地均有为数不少的毒品犯罪 

分子在这个时候被执行死刑 ∀我国一些地方甚至因 

为贩毒而成了远近闻名的/ 寡妇村0 ≡ ∀ 这些都可以 

证明毒品犯罪中被判死刑人数过多已经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 � 并且到了非抑制不可的地步 ∀ 

一 !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处死刑人数 

过多的原因 

�一�  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趋重死刑 

刑事立法的指导作用 � 将通过其立法取向 !立法 

模式及其具体的立法内容等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 

现 ∀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趋重于死刑的适 

用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 ���不断扩大毒品 

犯罪的死刑范围 ∀刑法第 ��� 条规定的走私 !贩卖 ! 

运输 !制造毒品罪是一个选择性罪名 � 但这个选择性 

罪名的内容在不断扩大 ∀ ���� 年刑法对毒品犯罪 

的法定刑较轻 � 当时对制造 !贩卖 !运输毒品罪只规 

定 �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对一贯或者大量制 

造 !贩卖 !运输毒品的 �也只处 � 年以上有期徒刑 ∀ 

但随着刑法的修改 � 毒品犯罪的法定刑不断地升级 ∀ 

����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5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 

的罪犯的决定6中将贩毒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死 

刑 � ���� 年5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6中规定走 

私毒品罪 � 并将走私毒品罪的最高法定刑规定为死 

刑 � ���� 年 �� 月 �� 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5关于禁毒的决定6 � 

将走私 !制造 !贩卖 !运输毒品罪的法定刑全面提高 

到死刑 ∀现行刑法第 ��� 条则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已 

经被逐步扩大了死刑范围的修改结果 ∀ ���对毒品 

犯罪采用/ 定量立法0模式 �并不断降低适用死刑的 

立法标准 ∀在 ���� 年刑法中 � 对毒品犯罪是以/ 一 

贯或者大量制造 !贩卖 !运输毒品0作为该罪的结果 

加重情节 � 并没有限定固定的毒品数量作为量刑依 

据 � 而是按照/ 立法定性 �司法定量0的原则 �把/ 定 

量0作为司法裁量权交予司法机关 ∀而依据 ���� 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法院5贩卖毒品死刑案件的量刑 

标准6的司法解释 � 当时最高法院对毒品犯罪适用死 

刑的量刑标准的控制仍较为严格 ∀如当时要求对个 

人制造 !贩卖 !运输鸦片处死刑的标准是���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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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个人制造 !贩卖 !运输海洛英 !吗啡处死刑的标准 

是 ��� 克以上 ∀ 而对个人制造 !贩卖 !运输鸦片在 

��� 两以上不满 ��� 两和个人制造 !贩卖 !运输海洛 

英 !吗啡在 ��� 克以上不满 ��� 克的 � 虽然也可以判 

处死刑 �但必须同时具备该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少数 

/ 情节特别严重0的相关情形 ∀而/ 情节特别严重0则 

指以下几种情况 �贩毒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一贯贩 

毒的 �武装贩毒的 �以暴力抗拒检查或者抗拒逮捕 

的 � 既贩毒又开设 / 烟馆0容留他人吸毒的 �内外勾 

结 � 进行国际性贩毒活动的 � 贩毒犯在劳改期间脱逃 

后又进行贩毒等等 ∀ 但 ���� 年刑法则完全改变了 

这种立法模式 �不仅在刑法条文中直接规定了可适 

用死刑的毒品数量 �并且这一立法中所规定的可判 

处死刑的毒品数量已经大大低于 ���� 年司法解释 

中所规定的数量标准 ∀如 ���� 年刑法规定走私 !制 

造 !贩卖 !运输海洛因适用死刑的数量是 �� 克 � 是原 

来司法解释中 ��� 克的 ���� � 走私 !制造 !贩卖 !运输 

鸦片的死刑数量为 � ��� 克 � 是原来司法解释中 ��� 

两的 ���� ∀不仅如此 � ���� 年新刑法还将/ 走私 !贩 

卖 !运输 !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0 / 武装掩护走 

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0 / 以暴力抗拒检查 !拘留 ! 

逮捕0/ 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0等与上述数量 

标准并列作为可适用死刑的选择性情节在立法中规 

定 � 从而在立法上降低了死刑标准 � 大大扩大了死刑 

的适用范围 ∀ ���增加重刑条款 ∀ 如在刑法总则第 

�� 条已经有了累犯规定的基础上 �刑法第 ��� 条单 

独在毒品犯罪中规定毒品再犯制度 �即对/ 因走私 ! 

贩卖 !运输 !制造 !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 �又犯 

本节规定之罪的 �从重处罚0 �这实际是对毒品犯罪 

另立处罚制度 �另外 �毒品的纯度对毒品的效果 !毒 

品价格都有直接影响 �可在量刑时供司法机关作为 

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而刑法第 ��� 条第 � 款却直接 

规定 � / 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 !贩卖 !运输 ! 

制造 !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 � 不以纯度折算0 � 从 

而从立法上完全排除了司法机关将毒品纯度作为酌 

定量刑情节考虑的可能性 ∀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 

立法者似乎在刻意地向社会宣示对毒品犯罪必须进 

行严厉打击的含意 ∀ 

�二�  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地方法院的审判工作起 

着普遍的指导作用 ∀ 在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中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主要包括5关 

于执行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 

决定 � 的若干问题的解释6 ����� 年 �� 月 �� 日� ! 

5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6 

����� 年 � 月 � 日�和5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 

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6����� 年 � 月 � 日� ∀ 在这些 

司法解释中 �最高法院直接规定对毒品犯罪要坚持 

/ 严打0方针 � 并要求地方法院/ 对毒枭 !职业毒犯 !累 

犯 !惯犯 !再犯等主观恶性大 !危害严重以及那些具 

有将毒品走私入境 � 多次 !大量贩出 � 诱使多人吸毒 � 

武装押运毒品 � 暴力拒捕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 �要 

重点打击 ∀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 �必须坚决判处 

死刑 , ,0 ∀而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在立法条款和最 

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没有设定量刑标准的情况 

下 � 就自行制定量刑标准 ∀ 如某直辖市的公检法部 

门就联合出台规定对贩卖摇头丸 ��� 克的即可判处 

死刑 ≈ ∀这些都暴露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刑 

主义倾向 ∀另外 �法院在司法过程中的重刑主义倾 

向还包括地方法院司法过程中所奉行的规则主义 � 

只要可供认定被告人的涉毒数量达到了司法机关内 

定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 �如果被告人又不具有自 

首 !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 则地方法院往往会将 

被告人判处死刑 � 而不是选处死刑 ∀ 

�三�  毒品犯罪案件大量存在 

毒品犯罪案件之所以在我国大量存在 �主要有 

地理和人口因素等两个方面的影响 ∀就地理因素而 

言 � 西南地区的/ 金三角0和西北境外的阿富汗两大 

毒源地对我国毒品犯罪产生直接影响 ∀ 其中/ 金三 

角0每年生产加工海洛因 �� ∗ �� 吨 �大部分通过中 

缅边境陆路进入我国 �由/ 金三角0生产的冰毒片剂 

也大量向我国走私贩运 ∀而阿富汗每年的鸦片产量 

超过 � ��� 吨 � 对我国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不断增 

大 ∀另一个因素是我国的吸毒人口多 � 根据 ���� 年 

� 月 �� 日国家禁毒委员会提供的最新资料 �截至 

���� 年 � 我国有吸毒人员 �� �� 万 … �其中滥用海洛 

因的人数就达到 �� � � 万人 ∀如果以每个吸毒者每 

天吸食 � � � 克海洛因计算 � 仅全国登记在册的 �� 万 

海洛因滥用者每年至少消耗的毒品金额就达几百亿 

元人民币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 / 为了百分之五十的 

利润 � 他就铤而走险 �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 �他就敢 

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 他就敢犯 

任何罪行 � 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 ∀ 0 ≈� 就毒品犯罪而 

言 �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最为形象地描述了毒品犯罪 

分子所存的侥幸心理 ∀ 毒品犯罪之所以屡禁不止 � 

与毒品犯罪本身所蕴含的巨额利润是分不开的 ∀ 既 

有毒品市场 � 又有巨额的非法利益 � 一旦这两个因素 

同时存在 �就决定了我国必然成为毒品犯罪的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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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 年我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 � � 万起 �抓 

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 � � 万名 � ���� 年 � ∗ � 月 �我国 

又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 � � 万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 

人 � � � 万名  ∀发案率越高 � 适用死刑的机会当然也 

会随之增多 ∀ 

�四�  死刑核准权下放 

毒品犯罪的死刑核准权 � 虽然没有像对杀人 !强 

奸 !抢劫 !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死 

刑核准权那样普遍下放给各个省市 � 但从 ���� 年开 

始 � 最高人民法院已相继授予云南 !广东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四川和甘肃等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 

死刑核准权 ∀ 这些省 !自治区都是毒品犯罪的多发 

地区 � 随着死刑核准权的下放 � 各地执行的死刑标准 

就难以统一 �在程序上为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开了 

一个缺口 ∀ 

二 ! 对毒品犯罪中死刑适用的控制 

�一�  树立轻刑 !慎刑思想 

我国对死刑的政策是 ���� 年刑法所确立的限 

制死刑 � 坚持少杀 !慎杀的政策 ∀这既符合当时的立 

法实际 � 亦与国际社会限制死刑的潮流一致 ∀ 但随 

后我国的死刑政策已由/ 限制死刑0向/ 对严重刑事 

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0转变 � 甚至发展到现行刑事 

立法中奉行/ 崇尚死刑 � 扩大死刑 !强化死刑0的指导 

思想 ≈� ∀具体标志是 �≠ 严重刑事犯罪中的死刑罪 

名不断增多 �≡ 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有所 

降低 �≈ 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人数比以前增多 � 

…国家一直强调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严惩 �而严惩 

就有多判一些死刑的含义 ≈� ∀ 而与此同时 �国际上 

对死刑采取了废除和限制的立法对策 ∀ 根据联合国 

预防与控制犯罪委员会的统计 �在当前世界上 ���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一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 

律上废除死刑或在实际上废止执行死刑 �在一些仍 

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 �对死刑的适用控制也相 

当严格  � 并且也都不把死刑适用于毒品犯罪 ∀ 根据 

5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的规定 �死刑只能 

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 ∀ 按照5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 

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6的进一步解释 �/ 最严重的 

犯罪0应该是指造成致死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 

的故意犯罪 ∀而依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 

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曾列举并谴责的对不 

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的情况主要有毒品犯 

罪 !经济犯罪 !职务上的犯罪 !宗教犯罪等 ≈� ∀ 我国 

虽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废除死刑 �但毕竟废除死刑与 

限制死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更何况这些年 

以来 � 虽然我国对毒品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 !严重刑 

事犯罪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死刑措施 �但并没有从根 

本上抑制住这类犯罪的高犯罪率 � 所以 � 我们有对一 

度强化死刑的政策进行反思的必要 ∀对死刑虽不可 

/ 废0 � 但可以/ 慎0 � 可以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坚持少 

杀和慎杀 ∀ 

�二�  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第 ��� 条的相关规 

定 

就刑法第 ��� 条的规定来看 �对毒品犯罪适用 

死刑 � 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 �适用死 

刑的范围 � 只限于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罪 ∀ 第 

二 �适用死刑只限于该条文所规定的五种情节 �走 

私 !贩卖 !运输 !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 !海洛因或者甲 

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 走私 !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武装掩护走 

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的 � 以暴力抗拒检查 !拘留 ! 

逮捕 � 情节严重的 �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 

第三 �即使行为人同时具备上述一个或两个以上可 

以适用死刑的情节 � 也不一定非处死刑不可 � 仍应当 

在十五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选择适用 

刑罚 � 只要不是罪行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 � 都应该执 

行/ 可杀可不杀的 � 坚决不杀0的死刑政策 ∀ 

�三�  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 

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储槐植先生曾经讲到这样 

的案例 �某法院在办案中将毒品案件被告人已经卖 

出的毒品和待卖的毒品分别按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 

有毒品罪两罪处理 � 而该法院之所以这样做 � 并不是 

因为他们不懂法 �而是因为办案人员不忍心对被告 

人判处死刑 ↵ ∀笔者认为 � 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 

已经明确规定/ 贩卖毒品 � 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 

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购买毒品的行为0 � 这种 

解释是符合刑法基本理论的 �该法院将基于同一犯 

罪故意而实施的同一行为按不同罪名处理的做法有 

所不妥 � 但法院的良苦用心能让人理解 ∀然而 � 如果 

按照我国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形态的理论 �却可以 

对被告人求得从轻处罚的情节 ∀ 换句话讲 �对被告 

人为贩卖毒品而购进毒品的行为和行为人在贩卖毒 

品过程中即被查获的行为可以分别按照刑法总则第 

�� 条 !第 �� 条 !第 �� 条犯罪预备 !犯罪未遂 !犯罪中 

止的规定 � 对被告人从轻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而当前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一律将行为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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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而购进毒品的购买行为直接等同于贩卖毒 

品的既遂行为处理的做法则有悖于刑法理论 ∀举以 

下案件为例 � 王某去云南省瑞丽市做塑料制品生意 � 

未赚到钱 ∀年底回家时 �他花了 � ��� 元购买了 �� 

克海洛因带回老家 ∀ 通过他人介绍 �王某与吸毒人 

员张某谈妥 � 作价 � ��� 元卖给张某 �张某 � 天内筹 

好款取货 ∀但第二天 � 王某担心事发非常害怕 � 在其 

妻规劝下将全部毒品淋上水销毁后埋在垃圾堆里 ∀ 

第三天 �张某如约带款取货未果 �遂向公安机关告 

发 ∀公安机关将王某刑事拘留 ∀如果按照司法解释 

的理解 � 此案中对王某应当被认定为贩卖 !运输毒品 

罪的既遂 �笔者则认为在本案中对被告人定犯罪中 

止比较妥当 ∀ 在汉语中 � / 贩卖0是指买货出卖的行 

为 � / 卖0是其中的核心环节 ℵ ∀行为人只有将购买 

的毒品卖出时 � 才真正完成了贩卖毒品的整个过程 � 

才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 ∀而为了贩卖毒品而购 

入毒品的行为 � 就是贩卖毒品罪的预备行为 � 如果行 

为人在贩卖毒品的过程中被抓获 � 则属于犯罪未遂 � 

如果在准备贩卖和贩卖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 �则构 

成犯罪中止 ∀所以对于贩卖毒品犯罪行为的既遂标 

准 � 应以毒品是否完成交易为准 ∀ 如果将被告人以 

贩卖为目的而购买毒品的行为直接认定为贩卖毒品 

的既遂行为 � 则实质上是将犯罪预备�或未遂�等同 

于犯罪既遂 ∀ 而在司法实践中 �被告人购进毒品后 

仅卖出一部分而未及将另一部分卖出的情况很多 � 

对这两部分毒品是按同一性质定罪量刑还是作区别 

处理将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量刑结果 �并且这种 

结果往往还是死刑与非死刑的界限所在 �如果将它 

们区别对待 �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一部分死刑 

的适用 ∀可惜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并未将这些情况区 

别对待 ∀笔者认为 �在当前毒品犯罪的法定刑普遍 

偏重的情况下 �应尽量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和不扩 

张打击范围的法律解释 ∀ 

�四�  多考虑酌定量刑情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 � 

毒品案件中的涉毒数量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如果按 

照当前以毒品数量作为主要量刑依据的立法模式 � 

被告人的涉毒数量往往都达到或超过了可以选择适 

用死刑的数量标准 �有的被告人还存在刑法第 ��� 

条中规定的前科情节 �构成毒品再犯 �应当从重处 

罚 ∀此时 � 司法机关往往都要在死刑与非死刑间决 

定对被告人刑罚的取舍 �在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可供 

考虑的情况下 �考虑被告人的酌定从轻情节就显得 

尤其重要 ∀这些酌定情节的范围包括了被告人的贩 

毒动机 !目的 !生活状况 !平时表现 !文化程度 !家庭 

情况 !以及毒品纯度 !社会后果等 ∀ 如在 ���� 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唐有珍运输毒品 ��� 克 

的案件中 � 就是采用了被告人唐有珍/ 运输毒品系初 

犯0/ 主观恶性程度小0 / 运输毒品没有扩散到社会0 

等/ 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0 �改变了原上海市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的一 !二审判决 � 改变了唐有珍的人生命运 ≈� ∀ 虽 

然针对本案的处理在学界持异议者居多 �但笔者仍 

然对此持赞赏态度 ∀ 

�五�  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虽 

然同属于死刑 �但执行刑罚的效果完全不同 ∀ 刑法 

第 �� 条规定 �/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 

分子 ∀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如果不是必 

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 

行 ∀ 0为了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平等原则 �对少 

数罪行特别重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时 �就 

不能只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而同样应该注重适用死 

刑缓期执行 ∀换言之 � 即使在必须判处死刑时 � 也应 

优先适用死刑缓期执行 ∀只要不是非杀不可的 �就 

应当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当前 �最高法院正在进行 

收回死刑核准权的筹备工作 �这将有利于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毒品犯罪的量刑标准 �防止因各地标准不 

一和政策松弛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从而在客 

观上为扩大死刑缓期执行的范围提供了更加有利的 

条件 ∀

�六�  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 

这里之所以要将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问题单独 

提出来 � 是因为在毒品犯罪被判处的死刑人数中 �因 

运输毒品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最 

高的 ∀如果能对运输毒品罪减少死刑适用 �则可以 

较大幅度地减少被判处死刑的人数 ∀ 事实上 �在毒 

品犯罪中 � 真正的毒枭 !毒贩等幕后老板往往都不会 

自己运输毒品 � 而是把这一任务交给/ 马仔0承担 �只 

要有毒贩们存在 � / 马仔0们可以随时更换 � 即使将被 

抓获的这些/ 马仔0全部杀掉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根 

治毒品犯罪 ∀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 �/ 马仔0多是一些 

低层次的无业人员 � 大多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 � 为了 

挣一点运费 � 不惜用生命冒险�如人体贩毒� � 如果将 

这些人作为毒品犯罪中适用死刑的主要对象 �显然 

不应该是我国立法的初衷 ℑ ∀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 

教授也认为 � 受雇为他人运输毒品的 � 只是毒枭实施 

犯罪的走卒 � 对他们当然也应绳之以法 � 但不宜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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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ℜ ∀笔者认为 �在立法修改以前 �运输毒品罪的 

死刑还存在 �司法部门在处理案件时对运输毒品罪 

的死刑应当严格控制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维护司法 

公正 �而且也有利于让这部分运输毒品的犯罪嫌疑 

人检举揭发幕后毒贩的罪行 ∀ 

注释 � 

≠ 参见周永康 � 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 ���� 

��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有一个地处深山中的穷僻小镇 � 马关镇 � 

镇里有一个叫西沟村的地方 � 因为贩毒而成为有名的 / 寡妇村0 ∀ 

据当地一份公开的资料显示 � 西沟村 ���� 人中 � 因贩毒被送进监 

狱或者被判处了死刑的人数共达到 ��� 人�转引自赵秉志 于志刚 

5毒品犯罪6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年 � 月第 � 版 � 第 �� 

页 ∀ �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的班老村号称是中国背篓背毒第一村 ∀ 

据不完全统计 � 截至 ���� 年底 � 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篓为毒枭运送 

毒品 � ��� 人被捕 ��� 人被判死刑 ∀ �参见 � ∪   ∠� �� ⋅ ⋅ ⋅ � ⊃ ∈ℑ� 

℘ ∉⊆ � ℘ ∈ ���� 年 �� 月 �� 日 �� ��� 重庆晨报� 

≈ 新华网重庆 � 月 � 日电�记者黄豁 !朱薇�记者近日从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获悉 � 法院 !检察院 !公安三部门已正式联合会签了5关于 

办理摇头丸 !氯胺酮等毒品违法犯罪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意 

见6非法持有 ��� 克以上摇头丸或 ��� 克以上 ↔粉的 �可被判处 

死刑 ∀ 

… 参见 ���� 年 � 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发布的5���� 年中国禁毒年度 

报告6 � 

 转引自 ���� 年 �� 月 �� 日 新华网 ∈⊕⋅� ⊗ ℑ∧∉∉ � ℘ ∉⊆ � 

 如美国有 �� 个州完全废除了死刑 � 有 �� 个州明文规定只对/ 一级 

谋杀罪0适用死刑 ∀日本 ���� 年以来 � 每年只有 � ∗ � 件案件被宣 

告死刑 � ���� 年以来 � 每年只有 � ∗ � 件被执行死刑 ∀ 俄罗斯在近 

年来由法院判处死刑的人数每年都保持在 ��� ∗ ��� 左右 � 而有时 

连续几年中并没有死刑犯被真正处决 ∀如近年由俄罗斯法院判决 

�不是处决�的数量如下 � ���� 年 ���� 人 � ���� 年 ��� 人 � ���� 年 

��� 人�当年处决 �� 人� ����� 年 ��� 人��� 人被处决� ����� 年 

��� 人��� 人被处决� � ���� 年 ��� 人�处决 �� 人� � ���� 年 ��� 人 

�没有处决资料� � ���� 年 ��� 人�没有一个人被处决� ∀ 

↵ 参见储槐植5刑法机制问题6讲座 � 法律出版社 !法制音像出版社出 

版 ∀该光盘由该作者所著5刑事一体化6�法律出版社 ���� 年 � 月 

第 � 版�随书附送 ∀ 

ℵ / 贩0 是指 / 买货出卖0 ∀ 5史记 �吕不韦列传 6 �/ 往来贩贱卖 

贵 ∀ 0 ) ) ) 5辞海�缩印本�6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年版 �第 ���� 

页 ∀ 

ℑ 作者 � 塞林 提交日期 � ���� � � � �� � � �� � �� 刚刚从四川台看到三 

个刚到城市的女孩 � 出于改变自身境遇的愿望 � 出于对自身行为认 

知的模糊 � 受毒贩欺骗和利用 � 每人在肚子里携带了三百克毒品 � 

随后被缉拿归案 � 并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 

ℜ 5四位刑法学家视野中的死刑改革6 中国网 时间 � ���� 年 �� 月 �� 

日 文章来源 � 5检察日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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