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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离不开学术。
教学和学术构成大学两个最为核心的部分，如果说教学是大学生存之本，那么，学术就是大学发展之
源。
惟学术，方能推进学科之发展，促进教学质量之提高。
高水平的学术，乃高质量的教学之保证，乃一流大学之必备条件。
大学应该尊重学术、倡导学术。
大学之学术成就，为大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术研究，也离不开大学。
蔡元培先生曾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之圣殿，大学应该为研究学术提供制度保障和精神环境，使大学成为学者的精
神家园，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知识财富。
此外，大学的学术研究，不能忽视那些以学术为理想、追求学术的莘莘学子，他们是大学学术追求永
远充满活力之所在。
天津财经大学一贯坚持以提升学术水平为先导，积极地探索、完善各项措施，营造天津财经大学自由
健康的学术氛围，鼓励真正的学术创新。
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积淀，天津财经大学在会计、金融、经济、管理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
色。
近年来，法学院依托本校自身的学科条件和优势，将法学研究与金融、财税、证券等学科的理论与实
践联系起来，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形成了法学与财政、金融相融互渗的研究特色，涌现出
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成果。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学术文库》就是其集中的体现。
这些作者都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年轻、充满朝气，追求学术。
本文库就是他们多年来追求学术之成果荟萃。
学术研究永远没有完美之点，但是必须回答出：你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是什么。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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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刑法与民法在性质、责任、解释等方面的差异、界限之比较分析为核心，兼顾对刑法与民法制
裁、规范、方法之探讨及实务之应用，主张民法不法（侵权）乃“侵犯私权”，而犯罪之本质为“侵
害刑法规范法益”，以“客体区分说”和“新结构犯罪构成说”界分侵权与犯罪。
本书提出了刑民责任交错方面关于惩罚性赔偿、罪过区分等疑难问题的新见解，提出了区分扩大解释
与类推解释方面确有操作价值的新规则，对刑民重要关联用语如“占有”、“合同”、“扶养”、“
家庭成员”等，也进行了新的探讨。
本书还讨论和界定了几类最为疑难的实务问题：数额标准在刑民区分中的作用与功能；以不法手段实
现民法权利行为之定性；不当得利、不法给付、遗失物与刑法侵占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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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灿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硕士中心主任，南开大
学法学院兼职副教授。
曾在法院工作近10年，从事过多年的刑事及民事审判工作，获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2-2003年度，入选中国与欧盟司法合作项目，被公派英、德、法等国留学近一年，获高级培训证书
。

　  独著《司法改革及相关热点探索》于2004年1月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独立编著《刑事司法协助
专题整理》并于2007年6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独立撰写的论文获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年度论文二等奖（全国第8名），2002年、2007年两次
获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二等奖。
在《法学》、《知识产权》、《刑法论丛》、《光明日报》理论版、《法制日报》理论版等国家级核
心报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
主持或参加过多项省部级课题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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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法关系界说（上）　第一节  民法不法与刑法犯罪的起源与本质　　一、民法不法与刑法犯罪的起
源　　二、民法不法（侵权）的本质　　三、刑法犯罪之本质　第二节　刑法的多维特性　　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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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犯罪构成说”之提倡　　三、新标准之应用实例第二章  责任与制裁：实体上的刑民关系界说
（中）　第一节  惩罚性赔偿责任带来的若干问题　　一、问题所在：民法如何有了惩罚性　　二、
惩罚性赔偿责任之定位　　三、扩展性分析：民法之补偿性与刑法之惩罚性　第二节  单位犯罪和严
格责任扩张带来的若干问题　　一、单位犯罪主体扩张之限制　　　二、法人犯罪中的替代责任带来
的问题　　三、严格责任扩张带来的刑法问题 　第三节  刑民制裁中的若干交错问题　　一、追缴与
收缴、没收　　二、刑法追缴与民法善意取得　　三、“涉案的第三人合法财产”与“供犯罪所用的
本人财物”　　四、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定位和落实 第三章　解释与适用：刑民实体法关
系界说（下）　第一节  刑民解释与适用之异同性概说　⋯⋯第四章　实务界分：若干涉刑民实体法
关系之司法疑难探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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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性质与界限：刑民实体法关系界说（上）　　第一节　民法不法与刑法犯罪的起源与本
质　　刑民实体法关系中，民法、刑法的发端起源，民法不法、刑法犯罪之本质，二者在法制史发展
过程的源流与关系，实乃无可回避之首要问题。
　　一、民法不法与刑法犯罪的起源　　传统的观点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其实并
未能用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
从现已发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的法律文献看，远在氏族部落时期，带有强制性的、成文的行为规范就已
出现。
持法律是国家和阶级的产物观点的学者，大都引用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
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这句话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但他
们忽视了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易洛魁大那种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并不包括已出现阶级分化的原始社
会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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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结构合理，层次清楚，观点明确，论证比较充分，文字流
畅。
在刑法民法实质的探讨、刑法的补充性、刑民制裁措施中的交错问题、刑法解释技术的特殊性等理论
问题以及若干实务问题上具有创新性。
　　——王作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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