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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通用系列教材：中国刑法学（第2版）》力求在结合刑法最新立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吸收
刑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实践和应用性，围绕着刑法规定的具体内容，阐述
了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定以及基本原理，尤其注重知识结构的严谨与简洁。

　　《法学通用系列教材：中国刑法学（第2版）》面向华东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法学专业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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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刑法概述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和任务
第二节 新中国刑法的创制和发展
第三节 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刑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节 平等适用原则
第四节 罪刑相当原则
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范围
第一节 刑法的效力范围概述
第二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
第三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
第二编 犯罪论
第四章 犯罪概述
第一节 犯罪概念
第二节 犯罪分类
第五章 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第二节 犯罪构成要件
第三节 犯罪构成与定罪
第六章 犯罪客体要件
第一节 犯罪客体的概念
第二节 犯罪客体的分类
第三节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第七章 犯罪客观要件
第一节 犯罪客观要件概述
第二节 危害行为
第三节 危害结果
第四节 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八章 犯罪主体要件
第一节 犯罪主体要件概述
第二节 自然人犯罪主体
第三节 单位犯罪主体
第九章 犯罪主观要件
第一节 犯罪主观要件概述
第二节 犯罪故意
第三节 犯罪过失
第四节 犯罪动机与目的
第五节 刑法中的认识错误
第十章 排除犯罪性行为
第一节 排除犯罪性行为概述
第二节 正当防卫
第三节 紧急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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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
第五节 其他排除犯罪性行为
第十一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概述
第二节 犯罪既遂
第三节 犯罪预备
第四节 犯罪未遂
⋯⋯
第三编 刑罚论
第四编 罪刑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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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生理功能丧失 人的一些重要生理功能对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作用，我国刑法对哪些生理功能影响刑事责任能力作了具体规定，《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
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这一规定可以得知，聋哑人或者盲人在法律上其刑事责任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法律对这样的人
犯罪，规定了从宽处罚的量刑原则。
法律之所以把这些人纳入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范围，是因为他们这些重要生理功能的丧失直接影响
其学习、接受教育、社会实践及智力的正常发展；同时由于他们这些重要的生理功能的丧失，往往在
心理上会有巨大的压力，因而也会影响其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这里应当注意，要正确适用《刑法》第19条的规定，需要明确以下几点：第一，又聋又哑、盲人的界
定。
所谓又聋又哑的人，是指既聋又哑，即同时丧失了听能和语能，只聋不哑或者只哑不聋者，不属于刑
法所规定的范围。
盲人，必须是双目失明的人。
第二，要正确把握对聋哑人和盲人的处罚原则。
刑法规定对聋哑人和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是“可以”而不是“应当”。
即一般情况下，由于行为人这种生理功能的丧失，会减弱其刑事责任能力，对其要从宽处理。
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生理功能丧失的聋哑人、盲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影响，对于那些
知识和智力水平正常，犯罪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就不能考虑从宽处理，在追究
刑事责任时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与一般的正常人同等对待。
 （四）醉酒 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醉酒人在醉酒的状态下，法律认定其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醉酒，医学上通常称为“酒精中毒”、“乙醇中毒”，是指由于饮酒导致的精神障碍。
酒精是酒的主要成分，酒中的酒精对人的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可以导致急性神经系统的紊
乱，甚至导致神经系统不可逆转的损害。
精神病学根据酒精造成人的精神障碍程度的不同，把醉酒分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两种情况。
 病理性醉酒，是一种少量饮酒即可引起的严重精神障碍。
其特点为：发病突然、持续时间短暂。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其感知功能先于运动功能受到酒精作用的影响。
因此，虽然这种人外在的体貌特征等方面并无异样，但其意识已经发生重大障碍。
所以，病理性醉酒的人，属于精神病的范围，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不具备刑事责
任能力。
至于处于这种病理性醉酒状态下的人，是否曾经出现过同样的醉酒经历，这对于判断其刑事责任能力
的有无通常不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解决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关键在于其行为当时的责任能力状况，而
不是其以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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