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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内容简介：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是按犯罪分类对刑事政策进行细化
研究的一种尝试，它是整个刑事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应遵循刑事政策研究的基本理念、价值
取向和研究路径。
具体说，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应当在坚持现代刑事政策观念基础上，来反观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
策的现状，肯定其合理成分，检讨其不足部分，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提出今后的努力目标和具体的
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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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犯罪的刑事政策概述一、美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二、德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第三章 经济犯罪的
立法政策第一节 经济领域的犯罪化问题一、刑法介入经济的根据是什么？
二、经济领域的犯罪化是否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
三、经济行为的犯罪化的标准是什么四、刑法和行政法、民商法等对经济行为的调整如何合理地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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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经济犯罪的刑罚政策第一节 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根据一、报应论和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根据二、
功利论和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根据三、并合论与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根据第二节 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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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第五章 经济犯罪的司法政策第一节 经济领域中罪与非罪的判断一、经济领域中罪与非罪判断
难的原因分析二、经济领域中罪与非罪的具体把握第二节 经济犯罪认定过程中的非刑事法律适用一、
非刑事法律如何解释二、非刑事法律适用的时间效力如何确定第三节 经济犯罪的刑罚裁量一、我国目
前经济犯罪刑罚裁量政策的述评二、改善我国经济犯罪刑罚裁量政策的建议第六章 经济犯罪的行刑政
策第一节 刑罚执行方式与观念的演变第二节 经济犯罪行刑的完善一、大力推行社区矫正制度二、修
复性司法的尝试三、传统行刑方式的变革与完善四、改革单位经济犯罪中罚金刑的执行方式五、资格
刑的设定及行刑第七章 经济犯罪的预防政策第一节 经济犯罪预防应当确立的基本观念一、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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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道防线——经济伦理（道德）的构建一、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二、培育市场经济伦理第三节 建
设预防经济犯罪的第二道防线——完善经济行政执法和构建经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一、
经济行政执法的现状二、规范和完善经济行政执法三、解决经济犯罪案件的行政化处理问题的原则和
对策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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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他看来，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个人是唯一本原意义上的权利主体；然而，在无数分散的个
人之上若无一个统一的权威，和平、安定的社会生活就无法形成，因此，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必然要
让渡出自己一部分权利，授权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管理和支配公共事务。
但是个人主义观念并非始终畅通无阻，个人主义社会危机出现在19世纪中叶，“当代个人主义社会危
机的最明显标志，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出现了新的严重失衡”①。
一方面，个人摆脱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自主的行动主体，但另一方面，挣脱了人身依附关系
的个人现在却又因为孤独而陷于一种可怕的恐惧之中。
一方面，国家鼓励和帮助个人冲破了旧式的社会关系的罗网，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组成的公民社会由此
得以产生；另一方面，出于维持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国家又在利用市场、计划等手段把个人
牢牢地捆绑在个人的目标上。
在当代，个人主义所精心构筑的堤防正进一步瓦解：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个人倾向于放弃自己的社
会责任，被动地听凭国家和盲目的经济力量的支配。
由此，导致了个人主义社会下法治“生命线”（国家强权与个人自由权利的界限分明、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就进一步决定了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陷入整体性的、深重的危机之中。
这种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目的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前提和社会形成在客观上要求生产集成化，以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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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秋，我再次幸运地踏进了华政校园。
此时，相距我1993年初次进入华政攻读硕士学位已隔十一年之久，美丽而宁静的校园和校园中一张张
亲切的笑脸使我备感温暖。
当我再次走进我曾居住过三年的研究生宿舍时，我的感觉是既陌生又亲切，亲切是由于宿舍内的陈设
和周围的环境，同过去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仿佛时光倒流回了攻读硕士学位时期；而陌生在于
工作了十多年后，再次回到校园重新过起了清贫安静的学生生活，同室友共同挤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
间，感到已经不太适应这样的居住环境。
回想起来，从硕士毕业至今，我经历了从高校到行政机关，再从行政机关回到高校的循环。
1996年硕士毕业后，我回到了母校中国矿业大学，在校团委从事高校共青团工作。
1997年我有幸被选拔到徐州团市委工作并担任了团市委副书记一职，在徐州团市委工作期间，由于工
作上的缘故，我有机会接触到了众多徐州市和江苏省内各界青年才俊，也因此结识了众多朋友，他们
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2001年底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到新沂市政府任职。
上述工作经历使我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识，也使我对国情和社会现状有了较深刻的认
识。
然而，机械刻板的机关工作和我的个性、志趣相距甚远，经过反复思考和左右斟酌，我最终于2002年9
月选择离开了行政工作岗位，调到扬州大学从事法学教学工作，从头开始自己的学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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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刑法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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