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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论丛》第14卷共载文15篇，秉承本论丛业已形成的固定风格，所收录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近期我国刑法学界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内容涵括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等刑法学科诸多领域。
    本卷特设了“刑法原理与原则专栏”，收录了4篇相关文章，其中魏昌东的“刑事法治与刑法立法关
系思辨”对现代社会中刑事法治的建构与刑法立法中如何妥善协调、处置各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的思考。
刘四新的“立法与司法的和谐统一：社舍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关系论——兼论罪刑法原则的功能缺陷”
一文考察了社会危害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起源和历史演进，论证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并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功能缺陷进行了研究。
    本卷其他栏目则收录了下面一些优秀成果：    张心向的“案件事实对法律规范这建构探微——以刑
法规范为分析视角”提出法律运作的实践过程离不开案件事实对法律规范的建构。
    赵秉志、彭新林的“关于许霆案件的法理问题思考”一文就许霆案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法律问题从法
理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约克&#8226;艾斯勒的“抽象危险的基础和边界”一文提出抽象危险犯必须在犯罪形态范畴中加以仔
细考察，并对抽象危险犯的基础和边界划定问题给予了详细阐述。
    董玉庭、龙长海的“俄罗斯犯罪客体理论的历史沿革”一文按着前苏维埃时期、苏维埃时期和后苏
维埃时期这三个历史阶段，分别阐明在每个阶段的俄罗斯犯罪客体理论，并分析了这些不同的犯罪客
体理论发展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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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秉志，男，河南南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等多种学术职务。
1988年至1997年间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国立法机关个性刑法典的工作。
个人撰著《犯罪主体论》、《刑法研究系列》（五卷本）、《改革开放中的刑法理论与实务》等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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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原理与原则专栏]　刑事法治与刑法立法关系思辨　立法与司法的和谐统一：社会危害性与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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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刑法正义价值、平等原则的冲突与对接——以“以钱买刑”为核心[中国刑法]　案件事实对法律规
范之建构探微——以刑法规范为分析视角　刑法解释权配置模式探析　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状况、成
因及其变革路径　关于许霆案件的法理问题思考　中国知识产权刑法立法模式的转变探讨　清代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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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国际刑事法治”实践理性的充分展示——“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诉讼详情实证研究　袁宏
伟事件的法理分析[犯罪学与刑事政策]　犯罪预防的新思路：利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奥斯卡·纽
曼的“防卫空间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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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1997年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完备、统一的刑法典已经成为立法者现实的价值追求并已客观物化
，但是，围绕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争议并未就此停止。
在知识产权刑法立法模式的改革中，目前就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前采用的集中型立法
模式(即刑法典型的立法模式——笔者注)具有很大弊端，因此建议“将有关刑事规范分散规定在单行
的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时完善对罪状和犯罪行为的表述，科学设定与犯罪危害程度相适应的
法定刑”，即采用附属刑法规范的形式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①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现行的集中型立法模式更为合理，其根据在于：(1)与我国刑法典的修改和完善
相适应。
我国新刑法收录并改进了许多单行法律的内容，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纳入刑法典并设立专章，有利于
增强刑法的科学性和统一性。
(2)集中型立法是类罪的集中和体现，反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性特征，集中加以规定便于综合比
较分析其区别和联系，协调个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节，增强个罪之间的协调性，使
得这类罪刑的设置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
(3)集中型立法完整地体现了此类犯罪的犯罪构成，而散在型的立法模式(即附属刑法规范的立法模式
——笔者注)着重体现了行为客观方面的构成以及违法性要素，除此之外，对某一行为定性还必须参照
有关的刑事法规。
而前者则简便易行，便于实际操作。
②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采取结合型的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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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论丛(第14卷)》秉承本论丛业已形成的固定风格，所收录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一年
中我国刑法学界，特别是中青年刑法学者们付出的不懈努力。
内容涵括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与区际刑法学等刑法学科诸多领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论丛（第14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