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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犯罪论体系在刑法学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形容都不为过。
犯罪论体系中随处可见的陷阱，给刑法理论的发展造成了很多困扰。
一个刑法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如果对犯罪论体系的问题避而不谈（例如，只探究刑罚论，甚至仅
仅思考量刑理论的一些问题），其“问题意识”和“难题意识”都不可能得到充分展现。
事实上，对很多刑法问题的研究一旦深入，就会发现无论何时，犯罪论体系的问题都是绕不开的。
例如，对量刑问题的研究，必然和责任论的很多问题纠结在一起，责任的内容、故意过失在责任论中
的地位、责任与违法性的关系等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再比如，在讨论对狭义共犯的处罚时，共犯和正犯是何关系？
有什么理由对共犯进行处罚？
类似问题，本身就是犯罪论体系的关键问题，和犯罪成立条件理论紧密关联。
　　我始终认为，在我国处于通说地位的四要件理论，只强调构成要件的“堆积”，强调对构成要件
的列举，强调在司法上对要件是否具备作“流水账”，而缺乏对行为评价的追问机制和反复推敲机制
，从而丧失从不同侧面检验行为的机会。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四要件说，是停滞的理论，而不是发展的理论；是阻碍创新的理论，而不是为理
论创新提供空间的理论；是静止地看待犯罪成立条件的理论，而不是对行为从不同侧面进行反复推敲
、打磨的理论；是只告知被告人处理结论，但无法透彻地、充分地进行释法说理的理论。
法官裁判只能告诉被告人有罪，应该受到处罚。
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为什么有罪，根据何种推理过程、经过何种思考，才能得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
，被四要件说“形塑”的法官或许并不比被告人清楚。
这样的刑事司法现状需要改变。
最近三十年，中国刑法学表面上呈现总体繁荣的格局，但通说在犯罪论体系上缺乏具有创造性的研究
，和四要件说的制约有关。
因此，对平面的四要件理论进行阶层化改造，应当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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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处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不能发挥犯罪论体系的指导功能、限制功能、
检验功能，尤其是不能妥善解决共犯论的一些复杂问题。
随着各种改造方案的提出，四要件说“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多数改造方案的总体趋向是对四要件说进行阶层化改造，并在满足控、辩对抗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作者在本书中创造性地提出的“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排除要件”三阶层体系的合理性
在于：借鉴了阶层论体系的方法论；充分考虑刑事裁判中犯罪事实的认定过程，、维持层层推进的递
进式思维，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上出错；有助于凸现犯罪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吸纳了四要件说的合
理性，改革“成本”捃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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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的德国犯罪论体系，已经在尽可能地告别目的行为论。
但古典犯罪论体系的骨架基本保留下来。
李立众博士认为：“近一百年来，虽然具体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是，以行为、构成要件、违法
性与责任来定义犯罪的思路，在大陆法系沿袭至今。
往后理论的发展，虽然正确指出了古典体系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其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值得批评，
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存在重大不足，等等，但古典体系的大厦并不因此而倾倒，因为其立足的核心思想
——犯罪理论必须贯彻法治国的理念，必须防止司法擅断——始终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①　　当然，在今天的德国犯罪论体系中，大量吸收了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内容，认为违法是客观
的，责任是主观的，但也可能存在例外情况，从而承认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采纳规范责任论；同时
，受到目的行为论的一定影响，例如，将故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看待，认为没有故意对某些行为就可
能无法把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Roxin、林东茂等学者才认为，德国当前犯罪论体系的通说，是新古典犯罪论体
系和目的论体系的结合。
②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构成要件阶段就区分故意、过失，承认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的存在，而不是将其仅仅作为责任要素看待，在今天的德国被普遍认可。
③“故意并非只是罪责要素，而且亦是主观不法构成要件的要素，从事犯罪判断时，在构成要件该当
与否的评价层次，即应判断有无故意的存在。
因此，故意乃成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不应延至罪责判断的评价层次，始加以处理，过失当作破坏
社会共同生活中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属于不法构成要件的部分，至于欠缺注意的个人可责性，则属罪
责要素。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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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使中国刑法学陷入“失语”状态的，主要就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问题。
　　犯罪论体系是整个刑法理论的轴心，犯罪论运转不灵，刑法学这架机器自然就“失灵”。
　　我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很简单：对于只列举犯罪构成诸要件的理论，必须改造为更为“讲道理”的
犯罪论体系！
　　——周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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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论体系的改造》按照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排除要件三阶层体系，对行为的
定性，首先是通过犯罪客观要件展示行为在客观上符合分则各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且违法的侧面；然后
由犯罪主观要件展示责任的侧面；最后，再例外地老虎是否存在足以排除犯罪的特殊情况。
　　建构阶层体系，促进学派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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