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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重点教材：刑法学（第2版）》是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
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统一司法考试大纲》的有关内容，专门针对法学本科学生的需要而编
写的。
《21世纪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重点教材：刑法学（第2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基本
理论，突出应用点，以中国刑法立法为依据，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
础知识，结合学生司法考试和法科综合考试的应试实际，讲究实用性，尽量做到体例科学、观点明确
、内容丰富、简明扼要。
　　《21世纪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重点教材：刑法学（第2版）》主要适用于本科法学专业需要
系统掌握刑法学知识，应对各种专业考试的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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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刑法概论第一章 刑法概说第一节 刑法概述第二节 刑法的目的与任务第三节 刑法的立法模式与
体系第四节 刑法的应用与解释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第一节 刑法基本原则概述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节 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第四节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第一节 刑法的效力概述第二节 
我国刑法的空间效力第三节 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第四章 刑法术语第一节 刑法术语概述第二节 刑法术
语的分类第三节 刑法总则中的术语第四节 刑法分则中的术语第二编 犯罪总论第五章 犯罪概说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第二节 犯罪的特征第三节 犯罪的分类第六章 犯罪构成第一节 犯罪构成的概念第二节 犯罪
构成的要件及要素第三节 犯罪构成的分类第七章 犯罪客体第一节 犯罪客体的概念第二节 犯罪客体的
分类第三节 犯罪对象第八章 犯罪客观方面第一节 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第二节 危害行为第三节 危害结
果第四节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第五节 客观方面其他要素第九章 犯罪主体第一节 犯罪主体的概念第二节 
犯罪主体的分类第三节 自然人犯罪主体第四节 单位犯罪主体第十章 犯罪主观方面第一节 犯罪主观方
面的概念第二节 罪过第三节 犯罪目的和动机第四节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第十一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概述第二节 犯罪既遂第三节 犯罪未遂第四节 犯罪预备第五节 犯罪中止第
十二章 共同犯罪形态第一节 共同犯罪形态概述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第三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第
四节 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第十三章 罪数形态第一节 罪数形态概述第二节 罪数判断标准的学说第三
节 一罪的类型第四节 数罪的类型第十四章 非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第一节 非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概述
第二节 正当防卫第三节 紧急避险第四节 非犯罪构成要件之其他行为第三编 刑罚总论第十五章 刑罚概
说第一节 刑罚概述第二节 刑罚的功能第三节 刑罚的目的第四节 刑罚的适用基础第十六章 刑罚的体系
第一节 刑罚体系概述第二节 主刑第三节 附加刑第四节 非刑罚处理方法第十七章 刑罚的裁量第一节 刑
罚裁量概述第二节 刑罚裁量的情节第三节 累犯第四节 自首与立功第五节 数罪并罚第六节 缓刑第十八
章 刑罚的执行第一节 刑罚执行概述第二节 减刑第三节 假释第十九章 刑罚的消灭第一节 刑罚消灭概述
第二节 时效第三节 赦免第四编 罪刑分论第二十章 罪刑分论概说第一节 罪刑分论与刑法概论、犯罪总
论、刑罚总论的关系第二节 刑法分则体系第三节 具体犯罪的条文结构第四节 法条竞合第二十一章 危
害国家安全罪第一节 危害国家安全罪概述第二节 危害国家安全罪分述第二十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第
一节 危害公共安全罪概述第二节 危害公共安全罪分述第二十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一
节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第二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分述第三节 走私罪分述第四节 妨
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分述第五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分述第六节 金融诈骗罪分述第七节 危
害税收征管罪分述第八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分述第九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分述第二十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一节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第二节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罪分述第二十五章 侵犯财产罪第一节 侵犯财产罪概述第二节 侵犯财产罪分述第二十六章 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第一节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第二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分述第三节 妨害司法罪分述第四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分述第五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分述第六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分述第七节 破坏环境
资源保护罪分述第八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分述第九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
卖淫罪分述第十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分述第二十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第一节 危害国防利
益罪概述第二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分述第二十八章 贪污贿赂罪第一节 贪污贿赂罪概述第二节 贪污贿赂
罪分述第二十九章 渎职罪第一节 渎职罪概述第二节 渎职罪分述第三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第一节 军人
违反职责罪概述第二节 军人违反职责罪分述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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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到196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律室共草拟了33稿刑法草案。
后因&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而搁置。
&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结束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ldquo;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
制。
&hellip;&hellip;应当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rdquo;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当时中共中央有关加强法制建设的决议，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刑事立法工
作的进程。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第一部系统的刑法
典。
该法典的颁布与实施，结束了我国在长达30年内刑事审判无法可依的异常局面。
　　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共2编13章192条。
不论在内容、体系，还是在立法技术等方面，该法典都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和世界刑法
发展的方向，在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与立法经验的限制，这部刑法典存在立法时的先天不足。
如对有些犯罪行为规定的方式过于笼统，像渎职罪、流氓罪、投机倒把罪三个&ldquo;口袋罪&rdquo;
，执行起来随意性太大，不利于统&middot;司法。
又如对有些犯罪行为，像走私罪、毒品犯罪量刑偏轻，不利于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
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实践中大量增加各种新型犯罪，11979年刑法典的缺陷日益明显
，无法适应因改革开放后社会情况急剧变化的需要。
基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至1995年先后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
例》、《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
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23个
单行刑法，并创设了诸多附属刑法。
这些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对1979年刑法进行的修改补充意义重大，如增加了&ldquo;加重处
罚&rdquo;的规定，少数单行法律还修改了1979年刑法关于不利于犯罪人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的原则，
在时间效力问题上，对一些犯罪采取了重法可以溯及既往，或有条件地溯及既往的措施。
但由于这些数目繁多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缺乏体系性与协调性，仍旧不能很好地解决1979年刑法典
的缺陷。
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就成为当时国家刑事立法的重要任务。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明确了将修改刑法纳入第七届人大的立法议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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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学是一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操作性的学科，《21世纪高等学校法学专
业核心课程重点教材：刑法学（第2版）》分为四编，分别是刑法概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和罪刑
分论。
第一编为刑法概论，介绍刑法的一般原理、原则、适用范围及专业术语。
第二编为犯罪总论，主要阐明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修正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和非犯罪构成要件之行
为。
第三编为刑罚总论，阐述刑罚适用的基础、刑罚的体系、刑罚的裁量、刑罚的执行和刑罚的消灭。
第四编为罪刑分论，对刑法分则规定的十大类犯罪进行具体构成的阐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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