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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刑法学30个重要专题进行研讨，在“导论”部分对西方刑法学研究的经验和我国刑法
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宏观分析，以描述刑法学发展的总体态势。
在接下来的诸章中，就刑法客观主义、罪刑法定、客观归责、法益侵害说、目的犯、放任、违法性认
识、绑架罪、故意杀人罪、受贿罪等专题进行细致分析。
在“代跋”中，对我国刑法学发展的知识形态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和导论的“宏大叙事”首尾对应。
本书对于推进刑法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提升刑法学者的问题意识、创新能力和解释技巧都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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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4年获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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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书籍目录

导论  刑法学的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代序）总论部分  第一章　刑法客观主义  第二章　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章　犯罪论体系  第四章　作为义务  第五章　因果关系  第六章　客观归责  第七章　放任  第八章
　目的犯  第九章　违法性认识  第十章　注意义务  第十一章　法益侵害说  第十二章　期待可能性  第
十三章　间接正犯  第十四章　共犯与身份  第十五章　中止自动性  第十六章　竞合论  第十七章　死
刑  第十八章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各论部分  第十九章　交通肇事罪  第二十章　重大责任事故罪  第
二十一章　侵犯商业秘密罪  第二十二章　故意伤害罪  第二十三章　强奸罪  第二十四章　绑架罪  第
二十五章　抢劫罪  第二十六章　盗窃罪  第二十七章　诈骗罪  第二十八章　侵占罪  第二十九章　受
贿罪  第三十章　滥用职权罪转型与变革：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考察（代跋）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章节摘录

　　按照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刑法分为政治刑法与市民刑法。
政治刑法与市民刑法的区分是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形态的理论为逻辑前提的。
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化过程。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表现为一元的社会结构，国家从市民
社会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不存在
明确的边界，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
政治国家中的刑法，可谓政治刑法，这是一种国家本位的刑法，我国学者也称之为国权主义刑法。
国权主义刑法的基本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完成的，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
市场经济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自然平等的主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成为一个纯
私人的领域。
而且，政治国家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并且为市民社会服务。
个人利益与个人自由只有在市民社会中得以满足，并形成对政治国家的限制。
市民社会中的刑法，可谓市民刑法，这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刑法，我国学者也称之为民权主义刑法，正
如我国学者指出：以保护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称之为民权主义的刑法。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从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
。
与此同时，我国刑法也正在经历着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演变。
在这种演变过程中，我国的刑法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都在发生变化。
从1979年《刑法》中规定了类推制度到1997年《刑法》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
要轨迹。
罪刑法定原则是以限制国家刑罚权为使命的，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司法观也应从以工具主义为特征的专政的司法观向以人权保障为任务的法治的
司法观发生转变。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认，使我国刑法的根本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司法
理念的革命。
只有完成了从专政的司法观到法治的司法观的转变，罪刑法定司法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二）罪刑法定司法化与司法理念　　罪刑法定司法化涉及司法的性质与职能的重大变动，因而
必须要有正确的司法理念的引导。
为实现罪刑法定司法化，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司法理念：　　1.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　　任何一个国家
的刑事司法活动，无不具有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这两种价值诉求。
但在不同社会，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在一个国家本位、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持
的社会，社会保护被确认为刑事司法的首要价值。
因此，即使以牺牲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代价，甚至不惜践踏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以达致防卫
社会之目的。
而在一个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的维护的社会，人权保障成为刑事司法的存在根基。
罪刑法定原则是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取向的，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也就是人权保障的司法价值实现
的过程。
只有牢固地树立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才能为罪刑法定司法化提供思想资源。
例如，如何正确地对待“严打”刑事政策，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严打”是以社会保护为使命的，通过“严打”斗争，使犯罪分子受到有效惩治，以保护被害人，保
护人民利益。
因而“严打”是以保持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诉求的，对此没有疑义。
但是，在“严打”当中如何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基于“严打”即是专政的思维模式，我们往往把犯罪分子视为阶级敌人，把“严打”看做是解决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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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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