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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其二, 生态心理和生态人格的塑造要以社会教育

中人的生态伦理 、 生态知识结构的演进为现实逻辑 , 不

断增进人的生态性素质 , 使生态意识 、 生态良知和生态

责任成为人真实的价值性需求 。其三 这一价值要义也

在于人 、 自然 、社会三者之间的互为生态性发展问题,

即三者之间是以人的沟通性 、 融洽性 、 生态性需求为统

摄的有机统一 。其四 在社会文明层面上 生态文明作

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 其需要主体的人承担起生态守护

的使命 , 以生态的生产 、 生活和消费观念来培育人类的

生态信仰 。社会教育人的本质意义也在于此 , 它既着眼

于实践的真实路径 , 又放眼于未来的价值展望 把人在

社会教育的关怀下 , 引导 、 培育 、 塑造成符合社会发

展, 具备生态素养 , 践行生态良知 , 展现生态关怀的

“生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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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实现

— 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亢晶晶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级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亢晶晶认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政策 , 对刑事立法 、 司法和刑罚执行都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 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的追诉机关仍将打击犯罪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 结果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实践中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一贯彻适用。尤其在审查起诉阶段 , 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小 , 无法真正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 。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 这不禁引发我们的思

考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不可以适用于成年人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区别对待, 而区别对

待的标准并不应该仅仅是年龄的大小 , 而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 。为了弥补此缺陷 笔者认为应该扩大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 即成年人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而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的适用条件 ,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定得过于模糊 应该将其明确化 。笔者认为 此处可以参照国外的立法例 , 将

我国规定的 ' 悔̀罪表现 ” 具体化为通过考察犯罪嫌疑人的人格 、 经济状况 、 社会交往 、 犯罪前表现 , 以及犯罪后

表现等情况 , 来判断其是否有再次危害社会的人身危险性 , 只有通过这样的综合考察才可以真正做到 “该宽则
理梢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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