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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刑法的超规范研究越来越深入
，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当中，刘树德以《宪政维度的刑法思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宪政维度的刑法新思考》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政治视域的刑法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展示了其
对刑法超规范研究的学术成果。
现在，刘树德又完成了《法政界面的刑法思考》一书，进一步延续了前面这些书所开始的对刑法的超
规范考察，这是令人振奋的。
　　本书是基于政治而对刑法的思考，因而必然涉及政治与刑法的关系。
在《刑法知识论》一书中我曾经指出：“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刑法问题的思考都是一种政治考量、
一种意识形态考量，因而所谓刑法知识完全混同于政治常识、意识形态教条，刑法知识的学术化完全
无从谈起。
刑法知识的政治化以及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政治对刑法学的一种侵蚀，有损于学术的独立性和知识
的纯粹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刑法知识去政治化的命题。
刘树德曾经就此问题与我讨论，如何理解刑法与政治、刑法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说：刑法
知识应当去政治化，但刑法却不能去政治化。
对于这些问题，是应当深入思考的。
在刑法知识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问题上，我的立场是鲜明的：刑法知识应当去政治化，保持其与意识
形态的相对区隔，唯此刑法学才有学术可言。
那么，刑法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刑法本身就是政治，因此，刑事政策也被称为刑事政治。
刑法与政治能够分得开吗？
是否同样可以得出刑法的去政治化的命题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确实，刑法与政治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我思考的最终结论还是主张刑法与政治的分离，但这种分离并不是否认刑法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恰恰
是为使刑法与政治各得其所，才应当保持刑法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我们的主流话语总是主张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因此，刑法也应当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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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政界面的刑法思考》是以“刑事政治”为主题来研究的，刑事就是与犯罪有关的事务，而政
治就是公共事务的管理，犯罪这一公共事务的管理或者治理可以称为“刑事政治”，“刑事政治”就
是研究国家如何运用各类资源，当然主要是刑事法律，来治理犯罪现象的学问。
从方法论上如何将刑法学与政治学、宪政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如何从政治的高度、宪政的视角来看待
刑法的一系列问题，是《法政界面的刑法思考》着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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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200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2000年至今，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刑一庭、研究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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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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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读三、“独立型宽严相济”刑事政治解读第七章 现行政治架构中司法权
统一行使的保障机制一、最高法院承负保证适用法律统一的宪法职责——比较法的考察二、我国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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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罪“口袋径”的把握一、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与刑罚介入二、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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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运行：架构与程序主要参考书目术语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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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意识形态与刑法的关联分析　　意识形态，在政治学意义上，属于政治系统的软件
部分。
此处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刑法作些分析。
　　一、政治学里的意识形态　　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首先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创
造了“意识形态”（ideolog）这这个概念，具体指的是向人们揭示观念的成见和偏见的根源的“观念
科学”。
此术语不久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颇有贬义的名词，常常成为政治攻讦的工具和自标
。
随着马克思生前未出版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927年出版，以及德国哲学家曼海姆（Mannheim
）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1929年出版（1936年被译成英文），“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重新流行起
来。
此后，“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以致形成了“一个概念家族”。
比较典型的定义②，例如，1．马克思的定义。
按照G．马尔库塞的观点，马克思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1）它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否定
和揭示，因为以往的哲学、社会政治理论将其观念和体系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2）它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系统解释。
马克思在这里关心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怎样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即如何与统治权力结合起来。
（3）它在总体上是一类确定的文化。
这种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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