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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间接正犯》，载《法学杂志》，1984（1）、1987年出版
第一本专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以来，我的学术生涯已逾20载。
其问，发表了二百余篇论文，出版了11部个人专著以及8部论文集，此外还主编或参编刑法学论著三十
余部。
以上论著的水平参差不齐，既有青涩的少作，也有成熟的代表作，基本上反映了我对刑法的感悟。
这些论著，出版较早的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书店难觅其踪，图书馆也不易查找，经常有读者向我打听
何处有售。
本想对这些论著进行系统修订以后再版，但因写作任务挤压，加上历经1997年刑法修订，并由于我国
刑法学理论水平的提高，旧作的内容益显其旧，甚至非经重写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畏难情绪使旧作的修订工作一再拖延。
正在旧作重新出版遥遥无期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立“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并邀请我参加
，为我出版“陈兴良刑法研究系列”，将旧作进行整理以后集中出版。
这一构想，对我颇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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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自1996年初版，至今已经12年。
在此期间，我国刑法在1997年进行了修订。
尤其是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以后，对于刑事法治的关注，使得刑事司法的研究更为重要。
在这手中情况下，对本书进行修订再版，确有必要。
刑法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法条及其规范的研究，而且还包括刑事立法活动与刑事司法活动的研究，如
此，才能大大地拓展刑法的研究视域。
《刑事司法研究》一书就是秉承这一理论，研究涉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四个重大理论问题：情节、判例
、解释和裁量。
本次修订，主要是根据最新的刑法规范，对书中的法条作了一些调整。
本书虽然引用了一些法条，但通观全书，还是以对刑事司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为主。
因而，本书所涉及的基本原理并不因为刑法修订而作废。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如何协调成文法与判例的关系，如何科学地乾地司法解释，在何种限度内赋予
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这些问题都会重新引起我们的思考。
本书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研究，我们相信必将促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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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兴良，1957年3月21日生，浙江义乌人。
1981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4年12月
获法学硕士学问，1988年5月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4年至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被评为博士
生导师。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狱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等职。
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当选第二届“
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0年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2001年“中国司法制度与司
法改革”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等奖，2004年经人事部等八部委批准，入选“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入选教育部文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优
秀教师，2005年“刑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6年作为课程负责人的北京
大学刑法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2)，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刑法哲学》(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7年修订1版，2000年修订2版，2003年修订3版)，1995年获国家教委全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遗传与犯罪》(群众出版社，1992)；《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初版，1998年第2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8年初版
，2003年修订版)；《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2002年获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
成果一等奖；《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06年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
奖；《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与周光权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除专著外，另有文集8部，并主编著作三十余部，合著6部，合译5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核心刊物发表
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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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刑事司法研究的界定　二、刑事司法研究的现状　三、刑事司法研究的完善第一章　定
罪情节　第一节　定罪情节的立法沿革　　一、中国古代的定罪情节　　二、外国古代及近代的定罪
情节　第二节　定罪情节概述　　一、定罪情节的概念　　二、定罪情节的特征　　三、定罪情节的
功能　第三节　定罪情节的界定　　一、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　　二、定罪情节与犯罪构成　第四节
　定罪情节的分类　　一、区分罪与非罪的定罪情节　　二、区分轻罪与重罪的定罪情节　　三、区
分此罪与彼罪的定罪情节　第五节　定罪情书的司法适用　　一、定罪情节的司法认定　　二、定罪
情节的司法解释　　三、定罪情节的司法运用　第六节　定罪情节的立法完善　　一、外国定罪情节
立法之比较　　二、我国定罪情节立法之完善第二章　量刑情节　第一节　量刑情节的立法沿革　　
一、我国古代的量刑情节　　二、外国古代及近代的量刑情节　第二节　量刑情节概说　　一、量刑
情节的概念　　二、量刑情节的特征　　三、量刑情节的地位　　四、量刑情节的功能　　五、量刑
情节的范围　第三节　量刑情节的分类　　一、量刑情节分类概述　　二、量刑的法定情节　　三、
量刑的酌定情节　　⋯⋯第三章　刑事判例第四章　刑法解释第五章　刑事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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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事立法对量刑之影响体现在对量刑情节之规定，刑事司法对量刑之影响体现为审判人员对量刑情节
的理解与适用，其中个人因素不可避免地在起作用。
因而量刑情节在立法上如何规定及在司法上如何得以适用与量刑平衡的实现关系重大。
由于我国传统上对犯罪偏重定性分析，忽略定量分析，对量刑情节的规定与适用也是如此。
司法实践中量刑普遍采用综合估量法即是明证。
但是量刑是要把相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变为确定的宣告刑的活动，这样就必然要对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
作定量分析，这样对量刑情节予以量化就成为实现量刑平衡必要之方法。
2．量刑情节量化　量刑情节量化是指依照一定的方法，把影响量刑轻重的各种量刑情节数量化，明
确其影响刑罚量的多少，也就是运用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建立各种情节的量化指数，然后
依据这些指数来计算出具体的刑罚量。
量刑情节量化是对标准化量刑进行探索的产物。
我国传统上在量刑时采用综合估量法这种经验型的量刑方法，根据这种量刑方法，审判人员首先审理
案件，掌握案情，在法定刑范围内，参照司法实践经验，大致估量出对现在案件应判处的刑罚，接着
再考虑案件中存在的加重、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最后综合估量出对犯罪人应判处的
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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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刑事司法研究》一书由各章作者分别撰稿，最后由主编统改定稿。
本书的分工情况如下（以撰写章节为序）：绪论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
生导师）第一章黄朝华（法学硕士、北京市司法局干部）第二章莫开勤（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三章蔡富超（法学硕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第四章付正权（法学硕士、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干部）第五章夏成福（法学硕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由于作者水平
所限，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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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司法研究(第3版)》为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陈兴良刑法研究主编系列之一，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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