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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国理念，也是我国发展建设的目标。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治建设事
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立法更加民主、科学，司法愈发公正、高效，现代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
这期间，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刑事法治建设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内容比较完备、结构比较合理、运行比较高效的刑事法律体系。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人权意识的不断提升，罪刑法定、刑法谦抑、无罪推定等现代
刑事法治观念也日益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慎刑、慎罚思想在现代中国得到了新的诠释，并被赋予
了新的、法治的内涵。
“民主事业，法科为先。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刑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各种教学、科研成果汗牛充栋
，而且还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高级刑事法专门人才，不断地助力于我国刑事法治建设。
作为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
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师大刑科院）自2005年8月18曰成立以
来，迄今已五周年。
五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各方面的积极关心和配合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
力下，秉承建设全国领先并与国际知名刑事法学机构看齐的新型刑事法学术机构的目标，北师大刑科
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研究队伍得到了进一步充实，拥有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科分布均衡、学术
功底深厚、学历层次较高的学术梯队，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在刑事法学界和司法
实务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与此同时，北师大刑科院还十分注重与国内外著名刑事法学者和刑事法学术机构及国内各级政法机关
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与二十余个国际知名研究机构、高水平大学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主办国际和国
内学术会议数十场，其中主办的两年一度的“当代刑法国际论坛”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
平台；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政法机关及地方政法系统的近三十
个单位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并通过直接参与国家相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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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卷，共四编，收录了北师大刑科院全体专职研究人员和部分特聘教授、兼职教授以及
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北师大刑科院学人五年来学术研究的荟萃；收录的文章
涵盖了中国刑法、比较刑法、外国刑法、犯罪学、刑事政策学、中国刑事诉讼法、外国刑事诉讼法、
比较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等刑事法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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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1988），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1990-1991），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
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获得“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1）、“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等荣誉称号，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1995）、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7）。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中国区际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代表性著作有《犯
罪主体论》（1989）、《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2005）、《死刑改革探索》（2006）、《犯罪未
遂形态研究》（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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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第一编 刑法总论问题研究　　（一）　　　刑法的机能新论／马克昌　　　刑法契约化／储
槐植　　　刑法的当代任务与使命——基于其局限性之分析／郑延谱　　　　论刑法学研究方法的分
类／陈璐　　　刑法解释的目标选择——主观解释论之提倡／屈钰　　　刑法解释的立场——主观解
释论之提倡／郭晓红　　　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族习惯法：并非不可调和／苏永生　　　刑法谦抑性的
误区与纠偏／刘媛媛　　　论普遍管辖原则／高秀东　　（二）　　　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
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高铭暄　　　中国犯罪成立体系之历史考察／贾凌　　　论我
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实然与应然／邹佳铭　　　“持有”不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形式／楼伯坤　　　
精神障碍者危害行为之规制与保障／周亦峰　　　关于刑法明知的若干思考／左袖阳　　　率性犯罪
的发现／温建辉　　　论雇主在雇佣犯罪中的作用／左坚卫　　　“共同实行犯的既遂与未遂形态并
存说”之质疑／王俊平　　　论实行行为的危险及其判断／何荣功　　　扩张正犯概念体系的建构—
—兼评对限制正犯概念的反思性检讨／阎二鹏　　　论单罚制单位犯罪在刑法上之否定／谢治东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新论／王志祥　　　试论吸收犯概念的废除／刘志洪　　　罪后情节的定罪
功能探究／蔡雅奇　　（三）　　　中国现阶段死刑制度改革论要／赵秉志　　　死刑立法修改与完
善之探讨／李希慧　　　通过死缓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路径探究——基于刑法解释论的考量／刘志伟
　　　死刑废止论切人点研究／黄晓亮　　　死刑民意引导的体系性解释／袁彬　　　论死刑存废问
题的本质／周国良　　　“死刑和解”的非正义与误区矫正——以严格限制死刑的国际标准为视角／
蒋娜　　　重新审视影响死刑废止进程之被害人因素／王燕玲　　　简评共同犯罪案件中死刑限制的
依据／冯江菊　　　作为“目的”的一般预防——一般预防理论地位之重塑／周少华　　　论对犯罪
收益的民事没收／黄风　　　防范量刑偏差之非传统理路／简基松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
关系——兼及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曾粤兴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宗教因素与我国宗教文化资源
的本土困境／刘炯　　　论未成年人刑罚犹豫制度／胡春莉　　　因应腐败犯罪之赦免对策研究／阴
建峰　　　中国特色前科消灭制度构建论纲／彭新林　第二编　刑法各论问题研究　　反恐刑法：一
个全新的刑法分支部门／杜邈　　醉酒驾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分析／陈伟强　　交通肇事后隐匿、遗弃
被害人的罪名分析——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第6条的质疑／李运才　　经济犯罪之犯罪既遂与
未遂——基于我国刑法分则定量立法模式的思考／徐光华　　中国偷渡犯罪刑事立法之反思／汤海军
　　信用证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再认识／吴飞飞　　解读《刑法修正案（七）》逃税罪的除罪条款
——兼论非犯罪化路径的中国选择／姚兵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情节司法解释探析／刘科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与治理／孙平　　论刑法规定的“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李山
河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探究／何恒攀　　论绑架罪的加重构成／张朱博　　抢劫罪死刑
立法完善研究／袁宏山　　盗窃罪的展开——基于中国传统刑法理论的思考／魏昌东　　论不当得利
情形下侵占罪的成立／涂龙科　　论擅自取回被扣押财物行为的定性／林德核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疑难问题研究／邢永杰　　比较法视野下的我国环境犯罪刑罚适用缺陷研究／李慧织　　转型社
会中耕地资源的刑法保护——以刑事政策为视角／刘春花　　全球性环境危机与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罪的立法完善／冯军　　论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吕华红　　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张
智辉　　受贿罪死刑与死缓裁量要素之实证分析——以36个厅（局）、省（部）级高官刑事判决为样
本／韩哲下卷　　第三编　犯罪学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论犯罪学的诞生及其标志／吴宗宪　　犯
罪原因论的新视野：社会反应与犯罪生成论纲／张远煌　　犯罪功能论再考——一个对迪尔凯姆犯罪
概念的语义与逻辑分析／苏明月　　远离辉煌的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姚建龙　　色情资讯与
未成年人犯罪经验研究——以对数回归模型为分析工具／赵军　　全球化时代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及其
法律对策研究／庞冬梅　　刑讯逼供的权力制约机制探究／刘昂　　论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
的惩治对策／王秀梅　　刑事政策的体系与科学／卢建平　　刑事政策的精神：惩治犯罪与促进社会
发展的统一／彭凤莲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分析／狄世深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保障之
宏观问题研究／王东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社会评价／翁小平　　自由刑政策研究／郭理蓉　　
再谈两极化刑事政策／郭健　　⋯⋯　第四编　刑事诉讼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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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他们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中世纪擅断的、残酷的、身份的、神学的刑法，鼓吹理性主义，
为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鸣锣开道。
“中世纪的精神包袱直至启蒙运动的展开才被最终抖掉。
由于启蒙运动制定理性的刑事政策，开始了现代刑事司法的新纪元。
”①“由冯·费尔巴哈起草的1813年的《巴伐利亚王国刑法典》和1810年《法国刑法典》，则成为19
世纪刑法立法的最为重要的典范。
刑法接受了费尔巴哈创设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无犯罪、即无刑罚）”。
②罪刑法定主义是针对罪刑擅断主义而提出的，其本质是限制基于国家权力的刑罚权的恣意行使，而
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
因而，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刑法，才具有保障人权的机能。
是不是近代所有国家的刑法都有同样的机能呢？
换言之，是不是近代所有国家的刑法都有保障人权的机能呢？
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刑法是什么性质的刑法。
德国纳粹时期的刑法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刑法，性质不同，其刑法的机能也大不相同。
德国纳粹刑法被称为权威刑法，它以全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认为刑法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国
家或全体的权利，极端限制个人的自由，人权受到严重的摧残。
日本学者在论述纳粹时期的刑法和刑法理论时指出：纳粹的刑法理论，“批判直到那时的刑法学是基
于自由主义的软弱的刑法学，要求基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权威克服犯罪，其特征在于：公益对私益优
先，否定罪刑法定主义，重视行为人的意思刑法或心情刑法，重视行为人的危险性的危险刑法，刑法
的严厉化等，而且，在1935年的改正刑法中，于德国刑法典第2条规定允许类推。
”③“刑法本身是以维持体制为目的的彻底的目的刑法，是歼灭反对其体制者的歼灭刑法。
”④显然，否定罪刑法定主义、实行漫无限制的类推、被称为歼灭刑法的纳粹刑法，不可能有保障人
权的机能，而只能有维持法西斯体制的机能。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刑法，被称为自由刑法。
它以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为指导思想，力图以法律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使之成为个人自由的保障。
所以，在自由刑法中，刑法才有保障的机能。
不难看出：现在我们讲的刑法的机能，不是随便任何一种刑法的机能，而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本原
则，重视保护个人权利的现代民主国家刑法的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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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刑事科学探索(套装上下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
”对于年轻的北师大刑科院而言，五年既是一个小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为了总结五年来北师大刑科院学人的学术成果，纪念和庆贺北师大刑科院建立五周年，同时也是为了
给以后的刑事法学研究贡献一份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资料，我们专门编辑出版了这套五周年院庆文集。
五年的历史是短暂的，而且也仅仅是一个开始、一部序曲。
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五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西谚云：“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师大刑科院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续写新的诗篇。
北师大刑科院这个年轻的学术团队，凭借北师大百年老校的深厚文化底蕴，践行和谐求发展、科学求
发展、创新求发展、谋划求发展、奋斗求发展的理念，以建设全国领先并与国际知名刑事法学机构看
齐的新型刑事法学术机构暨国家刑事法治决策咨询基地为奋斗目标，与国内外刑事法学界同仁携手并
肩，为促进刑事法学的繁荣和刑事法治的进步而不遗余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05年8月，是以“刑事一体化”为宗旨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
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层次人
才培养单位。
现有专职教授14人、副教授13人、讲师12人，学术团队实力雄厚：已出版著作二百余部、教材三十余
种，主办学术丛刊十余种，科研成果丰硕，影响显著；与近三十个国际知名研究机构、高水平大学签
订了学术交流协议，与三十余个中央与地方政法机关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是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重
镇和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重要咨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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