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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刑事疑案演习（一）》一样，本书所收录的25篇案例分析论文，都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本科生所写
。
这些案例分析论文，是2007级本科生选修我于2009年下半年开设的《刑法研讨与案例分析》课程的最
终成果。
在指导写作和编写本书时，让我感到最为难的，不是“实质”问题，而是“形式”问题，或者说，不
是写作内容问题，而是写作规范问题。
分析案例的学生们容易明确焦点问题，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能够提出主要理由，顺利调整文章结构。
但是，有的学生不能作通顺表述（平时看书太少的缘故），有的学生只能作口语记载（平时说话太多
的原因）。
更为麻烦的是，他们对论文注释缺乏基本常识。
尽管我在第一节 课时就反复强调，对任何引用和参考的观点都必须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作注释（记得我
讲过这样一句话：“不要怕注释多，如果谁的论文完全由引文组成，算他有本领”），可是，依然有
少数学生在写作时对引用的观点不作注释。
虽然被我发现的地方已经补充了注释，但由于我的阅读范围有限，不能保证本书的注释达到了规范要
求，恳请刑法学界的同仁和读者谅解。
和《刑事疑案演习（一）》一样，在出版前，我只是对每篇论文作了一些技术性处理，删除了少数论
文的部分内容，但论文的基本观点与主要理由没作修改。
尽管每篇论文都经过了学生们的反复修改，但结论不可取、论证不充分、逻辑不严谨、表述不顺畅、
注释不规范等问题依然存在于部分论文中，所以，我和我的学生们特别期待读者的不吝指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疑案演习>>

内容概要

　　《刑事疑案演习（2）》在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上，秉持正义理念，以案例演习的形式，对
刑法理论颇富争议的问题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
《刑事疑案演习（2）》的特色如下：（1）围绕经典疑案，展开细致讨论，既重新思考传统问题，又
深入探讨客现归责等新课题。
（2）立足问题主义，兼顾理论建构，既使具体个案得到妥善解决，也注重完善刑法理论。
（3）尊重现行刑法，借鉴国外理论，在以目的解释为指导，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的同时，充分借
鉴国外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将问题置于世界刑法学之林思考。
《刑事疑案演习（2）》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学术价值，不仅适用于司法实践，而且适合法律研习
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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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那么，为何要有客观归责这一要素的存在，其存在的意义何在？
易言之，它是为了解决怎样的问题而产生的？
我国有学者认为，“客观归责理论将因果关系与归责问题相区别，因果关系以条件说为前提，在与结
果有条件关系的行为中，只有当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而且该危险是在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中
实现（或在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内实现）时，才能将该结果归责于行为。
”①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客观归责是在完成了因果关系的判断之后，再通过三个标准来认定能否将
结果归责于行为。
因此，客观归责是对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限定，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都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
素。
（二）客观归责理论下的本案分析上文所提到的Roxin关于客观归责的三个标准，在具体案例中应该如
何判断和适用呢？
“客观归责判断，是在构成要件行为已完成因果流程之后，再做反面的排除归责判断。
”②由此，也可看出，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是两个要素的判断，不能混为一谈，客观归责实质上是对
客观构成要件的限制，是从反面来限定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
同时，这种排除归责的判断，或者说归责阻却事由的判断，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有
责性阻却事由相类似，都是在完成了常规的判断后，进一步从整体上审查案件事实时，对发现的异常
情况的处理。
综上所述，对客观归责的判断通常是从反面来考察，看是否存在客观归责的阻却事由，如果存在，则
否定客观归责的成立，进而否定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
显然，客观归责的阻却事由，就是每一个判断标准的否定，但是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在这三大阻却
事由之下又包含许多具体的判断规则，因为对于具体案例的操作，需要更细化的规则，而不是泛泛、
笼统的概括。
现将Roxin客观归责的阻却事由理论，构图说明（见下图）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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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疑案演习(2)》：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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