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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刑事数量规范为视角，系统检视了我国现有犯罪构成理论的局限性，全面讨论了罪量作为犯罪
构成要件的地位及作用，首次提出：传统的构成要件四要件主要担负着行为类型的识别功能，罪量担
负着价值评判的标示功能，使得罪量作为构成要件的地位得到充分说明和论证，并使得传统犯罪构成
四要件的作用得以全新阐释。
第一次提出刑事规范中的数量是罪量的标示方式之一，刑事数量规范的本质得以揭示，避免了刑法理
论对刑事数量规范认识的混乱。
同时，本书第一次系统论证了累计处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全面解析了累计处罚制度的基本内
容，使累计计算从零散的法律规定上升为犯罪论中富有体系性的制度，从而使累计处罚制度与数罪并
罚制度取得同种重要的理论地位。
并且，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刑法中数量的认定问题，提出了数量计量的原则及规则，使得数
量的认定有了指导性理论，改变了数量计量以往呈现的散乱粗浅局面。
    全书分为四章。
    第一章首先分析评价了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数额犯、数量犯等理论，指出将刑法中的数量规定称为数
额犯或者数量犯存在诸多弊端，宜将刑法中的数量规定称为刑事数量规范。
刑事数量规范，是指用一定数量来标示某一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并用以区别罪与非罪、罪轻与
罪重的刑事法律规定。
刑事数量规范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具体型和概括型，行为自身数量与行为关联数量，纯正的数量规范
和不纯正的数量规范等类型。
其后，对于刑事数量规范的性质，就我国刑法学界诸种学说中的构成要件说、处罚条件说、情节说三
种观点进行了介绍与评析。
处罚条件说和情节说均没有揭示刑事数量规范的本质，并且无法解释刑事数量规范在定罪量刑中的意
义。
本书认为，刑事数量规范中数量的性质属于罪量。
罪量是犯罪构成体系中发挥价值评判功能的一个独立要件。
在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中，传统的构成要件四要件主要担负着行为类型的识
别功能，罪量担负着价值评判的标示功能。
罪量在刑法规定中客观存在，罪量作为构成要件具有合理性，罪量概念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罪量在价值评判中的独特价值在于：能够为价值评判提供必要的表达方式、使得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评
判成为一个体系、具有直观的特点。
根据罪量的标示方式，可将罪量分为明确罪量与模糊罪量。
在明确标示中，可以分为特定事实标示和数量标示两种。
刑事数量规范为罪量的标示方式之一。
    第二章主要讨论累计处罚制度的一般理论。
累计处罚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直接体现就是累计计算。
我国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累计计算的规定有明确的及隐含的两种方式。
累计处罚制度涉及数个违法行为被评价为犯罪行为、数个罪轻行为被评价为罪重行为等价值评判问题
；该制度还涉及是否从重打击同一类型的数次行为、如何与现有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具体构成要件兼容
等技术问题。
本书认为，累计处罚制度实现了罪刑均衡原则中的同等与区别的要求；和同种数罪以及连续犯理论相
比较。
有适用范围广、价值评判科学、可操作性强等诸多优点。
累计处罚制度在罪量评判的行为人维度和行为类型符号化两个方面体现了理论上的创新性。
累计处罚制度应当属于刑法学理论中犯罪论的重要内容。
不过，累计处罚制度在适用方面及描述社会危害性程度方面具有局限性。
    第三章主要讨论了累计处罚制度的构成及其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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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处罚制度的基本构成包括数次行为、数量、累加。
数次中的“次”是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侵害行为侵害能力范围内针对所有对象的单个侵害行
为。
由于我国刑法设置的数量规范仅适用于同一罪名的数个行为，因而一般情况下，数次“行为”仅限于
属于同一类型的数个行为。
在理解“未经处理”时，不能将“未经刑事处罚”理解为包括已经受到过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不能
将“已经处理”理解为受到过任何纪律或者法律制裁；不能将“已经处理”的行为一概排除在累计处
罚的适用范围之外，但对业已经过行政或刑事处理的行为，应当将业已执行的惩罚扣除或者在适用刑
罚时适当从轻。
数量涉及计量对象的选择、描述角度的选择及计量单位的选择问题。
计量单位必须符合统一、质量同一、适用的要求。
累加包括直接累加和折算累加。
累计处罚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法律规定范围、时间范围、程度范围、归属范围以及犯罪形态范围。
累计处罚制度应当适用于所有刑事数量规范涉及的犯罪中，因而不能局限于仅有明确规定的犯罪之中
。
在确定累计处罚制度适用的时间范围时，应当按照如下原则：第一，刑法及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二，刑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如下原则：犯罪行为应否累计，适用追诉时效的规定；
违法行为发生在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期间的，应当累计计算；违法行为发生前没有犯罪行为发生的，
应当结合行政法规有关处罚时效的规定确定应否予以累计。
程度范围的一般原则是“违法违纪行为应当累计，悖德行为不予累计”；集合型违法行为中，恒定主
体所实施的违法行为(即便单一的行为仅属于悖德行为)涉及的全部数量应当累计。
在损害结果的累计中，仅限于对行为人以外的他人受到的损害进行累计，对行为人自己的损害不能进
行累计；对参与不同单位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能否累计，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行为应否累计，应当以该行为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为必要；不过，对于犯
罪中止的，如果属于应当免除处罚的情形，不能累计，如果属于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应当累计。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计量类型、计量原则、计量规则以及特殊情形下数值的认定几个方面的内容。
计量包括定量计量和定性定量计量两种。
计量原则是指对犯罪行为所涉及的数值进行认定过程中具有约束性并体现了数值认定的客观性、合理
性的基本准则。
计量原则包括现实侵害原则和效率原则。
现实侵害原则包括实际损害原则、当时当地原则、侵害本意原则三个派生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在认定犯罪行为所涉及的数值时，在尽可能准确认定犯罪数量的同时，兼顾办案效率以
节约司法资源。
贯彻效率原则的方法主要有档次法和估量法。
计量规则是指在计量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相关法则。
计量规则主要有择重规则、扣除规则、折抵规则和有利被告规则。
若干特殊情形下数值的计量主要讨论了重复盗窃同一财物的计量、侵害同一人身的计量、共同犯罪数
量的计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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