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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规范研究是法学研究，也是刑法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法的规范知识是法学知
识的主体内容。
对此，必须予以强调。
但我始终认为，刑法学研究，包括整个法学研究，局限在规范研究领域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进行超规
范研究，以此作为规范研究的补充。
只有在刑法的规范研究与超规范研究这两个领域都有所建树，才是一个全面的刑法学人。
但是，规范研究与超规范研究又是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的，因为两者的思维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长期从事规范研究，尤其是研究规范刑法学达到一定深度以后，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就像一个人掉进
泥淖难以自拔。
而如果单纯地从事超规范研究，则又会形成天马行空式的思维，喜欢文本上的宏大叙事，将对具体规
范问题的研究视为精神上的坠落——从天上到地下，也可以说是一种堕落，耻于为之。
因此，在规范研究与超规范研究之间存在一种人为的或者客观上存在的隔阂。
如何打通规范研究与超规范研究，对于刑法学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难题。
于志刚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完成了从规范研究到超规范研究的转型，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学术境界
。
　　本书是一部学科跨度宽、知识含量大、批判性精神强的著作，对于年青学者的理论驾驭能力是一
个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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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刚：男：1973年5月生，河南洛阳人。
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
，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7月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讲师；2002年7月破格晋升副教授；2005年破格晋升教授；现为中国政
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2002年至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2004年1月至2005年1月；英国牛津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从事刑法学研究。
 迄今共出版《刑罚消灭制度研究》等个人专著10部，合著多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期
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参与或者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多次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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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力及其制度表现　三、关于“新陈代谢理论”的重新定位　四、重视社会自我；争化能力：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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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犯罪促进生产力”论的批判　　（一）关于“犯罪促进生产力”的一般学说　　“犯
罪有益论”者关于“犯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性观点，只是简单地认为，犯罪会解放生产力。
例如有学者指出，犯罪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犯罪冲击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落后的生产关系。
①　　但是，也有的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得出结论：犯罪促进生产力和社会进步。
理由是：（1）我国古人也有关于犯罪推动社会进步的类似描述。
《礼记·礼运》篇指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乱，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
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也就是说，为保护财产修城挖河，制礼立法，就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而这一进步的起因，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盗窃、抢劫、掠夺财产的“犯罪”行为引起的。
具体而言，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了，社会发生了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大变
革。
人们各爱各自的亲人，各为各自的儿子，劳动生产为自己，实行财产私有制。
统治人的人子孙继位相承，看作理所当然，挖河筑城，以保护私有财产，制定礼教和法律，约束社会
人们的行动，以端正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真诚统一，兄弟和睦，夫妻恩爱，设立阶级、等级制度，
划分田地边界，保护私有制，有钱有势的人豢养武人和谋士作爪牙，谋取个人私利。
因此，诈欺、偷盗、争夺、抢劫和起义、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由此发生了。
它具体说明生产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中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
犯罪。
而晋朝人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浩鲍》中说道：“澶漫于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
去宗日远，背朴弥增。
尚贤则民争名，贵货则盗贼起。
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阵则劫夺之涂开。
造剡锐之器，长侵割之急。
”②（2）犯罪与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等均有密切的关系。
其一，犯罪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同犯罪产生的相关性在于，犯罪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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