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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部门，而刑法学是研究刑法的学科。
关于刑法和刑法学的起源，理论上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关于近代刑法学的起源，意见却相对统一。
一般认为，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Cesare Beccada，1738-1794）发表于1764年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
，是近代刑法学的奠基之作，贝卡里亚在书中提出的罪刑法定主义、罪刑均衡等原则对于刺破封建专
制、罪刑擅断的阴霾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因而尽管该书中的论述已经成为今日刑法学教科书上的常识，贝卡里亚作为刑法学大师的地位却牢不
可破。
此后.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现代刑法学的局面基本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刑事立法史上，1810年《法国刑法典》确立了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均衡原则，开创了总则、分则两立的立法体例，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纯粹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刑法
典。
从此，刑法和刑法学双双跨人了近代之门。
大陆法系的刑法学和英美法系的刑法学是当今世界刑法学的两大学术传统和源流。
在历史上，伴随着近代殖民和入侵活动，它们曾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世界其他地区，到今天仍具有巨大
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具有鲜明的“地方化知识”色彩的“宗教刑法”、“部落刑法”至今仍在一些地区顽强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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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特別关注了两个细节：一是“稳”，二是“新”。
基于“面向司法者的刑法学”的研究思路的提倡，本书在写作体例上遵从了传统刑法教科书的章节安
排，以求稳妥；但是，在具体内容上融入了十几年来我在学术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新
思考，并且对传统观点不无反思之处。
形式稳而内容新，这也算是对过去研究成果和思索结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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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出版《论犯罪的价值》、《刑罚消灭制度研究》等个人专著10余部。
翻译《芬兰刑法典》等外国刑法典10余部，合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
法学》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参与或者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多次
省部级奖励。
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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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的结果，两者看似一样，实际上“明知”和“预见”的主观估计是不同的。
前者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在正常情况下会转化为现实性，结果的发生具有高概率性，无论结果是否发生
都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之内；而后者虽然也承认结果发生具有一定的概率，但是考虑到自己能力、技
术、经验以及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因素，认为实施行为时不会发生危害结果，在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
，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间接故意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过于自信的过失却是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不发生，过于自信的
过失不但考虑了有利于结果发生的条件，更考虑了不利于结果发生的条件，并且认为不利于结果发生
的条件大于有利于结果发生的条件，这种认识因素构成了“轻信”的来源，而它在间接故意中是不存
在的。
当然，行为人的轻信必须有客观根据，如果仅是凭着个人的猜想或者主观侥幸，实际上仍是对结果采
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种心理不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是间接故意。
（2）两者的意志因素不同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虽然都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两者对危
害结果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采取放任的态度，虽不希望危害结果出现，但是更不排斥、不拒绝危害结果发生
，为了实现其他犯罪或者非犯罪的目的，间接故意一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去刻意阻止或者防止危害结
果成为现实，也表明间接故意在内心中是接纳危害结果存在的。
而过于自信的过失则不同。
过于自信的过失在内心深处一点也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对危害结果采取抗拒、有意避免的心理态
度，并且通常也会凭借个人自认为有利的条件采取积极措施有意识地规避危险。
间接故意的危害结果符合行为人的意志，而过于自信的过失中的结果不符合行为人的意志。
有些学者形象地说“在对结果的态度上。
直接故意投了赞成票，过失投了反对票，而间接故意投了弃权票。
”①在关于社会重大利益的问题面前，应当认为公民有义务尽力克制自己的行为，防止对社会造成威
胁与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间接故意的这种“骑墙”态度其实就是变相同意对社会利益的损
害，这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有截然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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