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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9卷本)于2001年4月出版以后，因其内容的全面性、实务性及具有较高
的理论水平，受到广大学者尤其是司法实务工作者的好评与欢迎。
该书虽于2001年9月再版，仍供不应求。
不少读者通过各种形式向我们和出版社表达希望本书再版的意愿。
我们考虑到，自2001年4月该书首次出版以来，国家立法机关已以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的方式对现行
刑法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最高司法机关也针对刑事司法实践需要发布施行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刑
法理论研究亦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因而很有必要将这些新的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研究成果
吸收进来，经与法律出版社协商，决定对该书进行修订后再版。
    本次全面系统修订不但注意吸收了两年多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而且尤其注意以现行刑法
及其颁布后通过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以及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为基本依据，努力全面、准
确、充分地分析论述有关司法实务中的刑法问题，力求进一步提高本书的应用价值和学术水平。
同时，这次修订还把与某一具体问题相关的刑法规定、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以及典型案例附在学理
研讨之后作为参考资料，以便读者更全面地、多维度地把握该问题。
    本书修订的范围包括：(1)根据刑法规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的最新发展，对原有的内
容进行修改，并努力使研究更加深入；(2)收集最新刑法案例替换或补充原来的案例，使研究的素材能
够充分反映司法现况；(3)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展开探讨，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性意见
。
(4)在每一制度或罪名后添加相关链接，收录与该内容相关的刑法规定、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以及典
型案例。
    在编写队伍上，原则上由原作者对自己在原书中承担的部分进行修改，以保持本书与原书在理论上
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并有利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于新增写的部分，考虑到时间比较紧迫，新邀请
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部分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博士研究生承担。
在修订之后，出于方便读者及保持本书各部分内容的相对完整性和相关性的考虑，我们将本书由原来
的9卷本改为6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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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罪之区分[破坏选举罪]    44．破坏选举罪罪与非罪之区分    45．破坏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能否构成破坏
选举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46．关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之“暴力”的理解    47．以故意重伤、杀
人的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48．抢婚后强行同居行为的定性[重婚罪]        49．事实
婚姻能否构成重婚罪    50．重婚罪是否属于继续犯[破坏军婚罪]    51．破坏军婚罪中现役军人配偶的范
围之认定    52．破坏军婚罪中“同居”行为的认定[虐待罪]    53．虐待罪罪与非罪的区分[遗弃罪]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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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抢劫罪的客观特征    58．实施盗窃行为中使用暴力行为如何定性     ——转化型抢劫罪的认
定    59．如何认定抢劫罪的既遂、未遂和预备    60．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的司法认定[盗窃罪]    61．盗
窃罪犯罪刘象的属性界定      62．盗窃罪犯罪对象外延界定之一    63．盗窃罪犯罪对象外延界定之二   
64．盗窃行为特征的认定    65．未成年人盗窃的认定与处理    66．家庭内部人员盗窃的认定与处理    67
．盗窃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68．盗窃罪数额计算问题    69．特定情形下盗窃数额的计算    70．
盗窃罪的情节认定与处理    71．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定    72．盗窃罪罪与非罪的认定[诈骗罪]    73．
以试车名义骗取摩托车应如何定性     ——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认定    74．内外勾结骗取公共财物行为的
认定     ——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犯罪的认定及诈骗罪的数额问题    75．盗窃空白提货单
提取货物行为的定性     ——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抢夺罪]    76．趁挑选货物时，夺走货物的行为如
何定性    77．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分    78．抢夺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聚众哄抢罪]    79．如何正确认定
聚众哄抢罪[侵占罪]    80．侵占罪中“代为保管”含义的理解    81．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能否成为
侵占罪的对象    82．种类物能否成为侵占罪的对象    83．遗失物是否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对象    84．侵占
罪中拒不退还或交出之意思的表示方式和对象     ——兼谈侵占罪的诉讼形式问题    85．侵占罪与盗窃
罪的界限     ——兼谈对侵占罪中“拒不退还或交出”要件何时具备的认定    86．侵占罪与敲诈勒索罪
的界限     ——兼淡侵占罪中拒不退还的对象[职务侵占罪]    87．知识产品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   
88．如何理解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含义    89．对职务侵占罪中犯罪手段的理解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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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侵占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91．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的界限[挪用资金罪]    92．如何正确区分挪
用资金罪与相关犯罪[挪用特定款物罪]    93．如何划清挪用特定款物罪与一般挪用行为的界限    9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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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会经常发生抢婚后又与被害人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案件，对此究竟应怎
样认定与处理呢？
事实上，这类案件使得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强奸罪等本不易混淆的犯罪纠缠在一起，从而为司法认
定带来诸多困难，而能否正确认定与处理此类案件，无疑关系到能否划清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之界限，关系到能否对行为人正确定罪与量刑。
　　三、研讨　　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抢婚案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抢婚习俗，由于系一种自古相传的婚俗方式，显然不能当作犯罪处理。
对于其他地区发生的抢婚后又强行与被害人同居的案件，则要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无法定夫妻关
系之情况而具体分析。
　　对于双方不具有合法夫妻关系而男方抢婚后强行与女方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如何处理，理论与实务
具有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男方往往是为达到与女方结婚之目的，将女方抢至家中拜堂成
亲，并强行发生关系，其强奸行为只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一种手段，对男方之行为应定暴力干涉婚
姻自由罪。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男方将女方抢至家中拜堂成亲，并违背女方之意愿，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
其行为符合强奸罪之构成特征，应以强奸罪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男方以强行与女方发生性关系为手段，干涉女方的婚姻自由，其手段行为构成
强奸罪，目的行为则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属于牵连犯，应以其中强奸罪从重处罚。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实质便是以强奸为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这与我们前面所述及的以故意重
伤、杀人的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行为是一样的，应当属于想象竞合犯，而不是牵连犯，更不能仅
依据行为表象而只论以强奸罪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对此，前文已有详述，此处不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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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从世界范围来看，根据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法制状况，法律学界较为一致地将各国法
律基本上划分为两大法律体系：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标志)和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标志)。
通常认为，中国属于成文法系国家。
　 众所周知，在刑法领域，成文法系的特点在于：以体现为法律文本的制定法典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
惟一依据，推崇罪刑法定原则，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禁止类推，禁止法官解释法律，甚至认
为法官仅仅为“法律之口”；而判例法系的特点则与之完全相反，极为推崇法官基于正义、良知进行
自由裁量，从而达到个案的公平、公正。
正如立法论者波尔塔利斯在立法机关的报告中所指出：“裁判官面对很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是必然
的。
在这种场合，应该允许裁判官有根据正义、良知的睿智光辉补充法律的权能。
⋯⋯法律没有规定的场合，根据自然理性依然可以说明，立法者的预见有限，而自然是无限的。
自然理性体现于人间的一切，适用于人间的一切，为什么放弃自然理性提供给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而不用呢?”换言之，判例法系认为，立法者的预见是有限的并且是滞后的，总是难免有不足和缺陷之
处，难以适应和跟上千变万化的司法现实，因而只有通过法官基于自然理性来加以补充。
结合两大法系的司法现状及其历史轨迹，可以发现两者虽然各有优点，但是其各自的不尽如人意之处
也是显而易见并且是众所周知的。
从当代世界司法现状来看，成文法系与判例法系存在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多数国家均在采两家之长
而避其所短，力图合二为一，但在立法选择与司法现实中所表现的形式不同。
有些国家基本上以成文法为主，但是经常性地颁布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判例，例如墨西哥、巴西、德
国、意大利等国。
可以说，“判决不产生法律”这一传统的大陆法系原则在实践中已经被突破；有些国家以判例为主，
但是通过总结司法经验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固定法律文本，这一点甚至在以判例法著称的英国也表现
得极为明显。
当然，在立法上将二者糅在一起的国家也已出现，例如新加坡等国家的刑法典即是如此：在刑法典文
本的每一个条文之后，均配以指导性判例说明。
 判例的功能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发展过程中，判例起到了经验总结的作用；在
成文法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现实判例的出现往往是法律改革的动因和前奏。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判例法系能够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法系存在并实际影响到数十个国家，其固有
的和内在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基于判例制度所具有的合理内核，即使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判例制度在历史上也
曾经十分引人注目。
可以说，援引成案作为判处新案的根据，从而赋予成案的判决及其原则的法律效力，这在中国历史上
即已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西周、春秋时期，则有：“议事
以制，不为刑辟”；秦代存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广泛实行援用判案成例作为司法依据的制
度；汉代的“春秋决事比”，即是由“春秋决狱”活动积累起来的判例；宋代出现的“断例”及其编
纂，则是中国古代判例发展的新形式；元代的判例亦称断例，但在编例上有别于宋代，即采用诏制、
条格、断例混合编制的形式；明代判例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并且真正具有了“判例”的意义；清代则
除律例之外，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更多的“成案”用以援引比附；到了中华民国，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大
量适用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判例、解释例，甚至援引北洋政府大理院的判例，同时还编纂了大量的判
例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不仅要制定法律，而且要编选案例”的指示精
神，最高人民法院曾作出规定，运用案例的形式指导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选定案例
，经中央政法小组批准，发给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比照援引。
1979年刑法典颁行之后，编选案例的工作曾经暂停了一个阶段。
但是从1983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又开始以各种形式发布案例，虽然这些案例与判例存在较大的区别，
也显得过于求稳和过于重视案例本身的法治宣传教育作用，但是毕竟有胜于无，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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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鉴和示范意义，尤其就某些类推案例而言，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刑事判例。
 中国1979年刑法典颁行之前曾实际上借助判例指导司法实践达数十年之久，但是在拥有了成文刑法典
之后是否就不需要案例指导了呢?答案恐怕应当是否定的。
客观地讲，经过大规模修订后的现行刑法典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而言，无论在立法质量还是在立法容
量上均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法治现代化的表现，也是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表现。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刑法典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显而易见并且为人所共知的：从立法上看，立
法粗糙的遗迹犹在，立法散乱的迹象再次出现；从司法上看，司法解释的散乱性与应急性愈加明显，
直接造成司法解释的不稳定性、不协调性和理解难度的增加。
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立法的粗糙与散乱导致对立法理解的混乱与不一致，导致更多散乱型立法的
补足；而司法理解的混乱与司法解释的混乱则引发地区性定罪量刑的不均衡、不统一，并严重冲击法
治的统一有序。
中国司法实务部门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具体司法人员的法律理解能力不足及
其地区性差异：将简单扼要的法典条文适用于千变万化、形态各异的具体案件时，存在具有相当普遍
性的定性偏差与量刑偏差。
这一现象长期存在并呈日益严重的现实态势，成为建设法治国进程中的一个严重障碍。
上述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当依靠立法细化与司法解释的系统化。
尽管国家立法机关与最高司法机关已经为此尽了较大努力，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在较
短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立法完善与司法解释编纂，从而为基层司法机关提供系统化、条理化的司法操
作依据并适用于变化万千的具体案情，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采用典型案例研究的形式示范和指导司法实践，提供具有相当可信性与可参考性的刑事案例，不失
为一条较为易行和简捷的方式。
对此应当指出的是，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司法机关目前已经逐渐认识到了疑难案例编纂的现实意义，
因而正在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定期编选一些具有参考性、借鉴性、示范性的案例，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刑一庭、刑二庭定期编辑的《刑事审判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定期编辑的《刑事司法指南》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定期编辑的《典型疑难案例评析》等。
 中国刑法理论界近年来开始逐渐重新认识到判例的现实意义，有关于此的教材及解析性论著已达数十
种之多，诸多法律院校的刑事案例教学课程正如火如荼；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已有数篇，而以此为选
题的博士论文也已开始问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在长期的刑法研究与教学工作中一向关注典型案例的收集与评析工作，
并一直认为运用刑事判例协调司法实务是解决刑事司法质量地区性差异、促进刑事司法公平、公正的
有效手段之一，也是诠释立法和补充司法解释失之过粗的又一可行方式。
在我们参与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国家法官学院合作编辑的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反映中国司法现
状与司法质量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系列丛书的过程中，我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决心以刑
事司法成案为基础，以研析疑难案例和阐述刑法学理为要旨，编写面向司法实务人员的兼顾司法示范
性和学理研究性的案例著作，希望以此促进和提高中国的刑事司法质量，并对现实存在的诸多疑难刑
事案例进行具有相当可信性的学理探索。
 在经过艰苦的案例收集与筛选过程之后，《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这一项目于1994年底启动。
原本就工程浩大的工作，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通过之后，一方面不得不伴随着刑法典的变革而再易其
稿，另一方面伴随着刑法典容量的扩充和司法现实的变化而规模变得更为庞大，经年耗时。
在历经近6年的不懈努力之后，作者们终于完成了9卷本《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
作为中国刑法理论界当前颇具规模与容量的案例研究性论著，本书的撰写、创作难度和作者们所付出
的辛勤劳动，当然可想而知，作为主编对此体会尤深。
在全书统改定稿、封笔掩卷之后，首先要对全体作者长达数年的辛苦工作致以敬意，并深为中国刑法
理论界拥有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兼具深厚理论功底和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中青年学者而欣慰。
 本书是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刑事法律科学文库”推出的第三种书
籍，由本人任主编，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部分研究人员为主要作者，并建立了由著名刑法学家高
铭暄教授为主任、国家政法领导机关和本中心的知名中青年刑法专家学者为委员的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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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写作得到了编审委员会的指导，也得到了中国高级司法官培训教材(此教材共有两套：教材
之一为王利明教授主编的4卷本的《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为教材
之二)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的关心，尤其是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经费支
持及前任项目官员张乐伦女士、现任项目官员刘晓堤女士的关心，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最后，应当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贾京平先生和蒋浩先生，感谢他们对于本项目的长期支持和在全书编
辑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愿本书的出版能为中国刑事司法质量的提高、刑事法治的进步与完善起到些许作用，也愿中国刑法理
论界更多学者继续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更加关注现实的司法公平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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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 (6卷本)是在2001年4月出版的同名从书(9卷本)基础上修订而成， 内
容涵盖了刑法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刑法分则中各个章节的罪名，是一套集实务分析与理论研讨
于一体、兼顾司法示范性和学理研究性的案例著作。
　　针对首次出版后立法、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新发展，本修订版在原丛书的基础上作了如下调
整：在“案例”部分，收集最新司法案例替换或补充原来的案例，使研究的素材能够充分反映司法现
况；在“问题”部分，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展开探讨，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性意见；
在“研讨”部分，根据刑法规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的最新发展，对原有的内容进行修
改，并努力使研究更加深入；在每一制度或罪名后增加“相关链接”部分，收录与该内容相关的刑法
规定、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以及典型案例，以便读者更全面地、多维度地把握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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