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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第4版)》是张明楷教授风格鲜明、独步学林的代表作。
无论是理论体系的构建，抑或分析问题的逻辑，都带有强烈的法益思想和浓厚的大陆刑法理论的气息
。

作者在《刑法学(第4版)》中回归刑法本位，既立足于中国当今社会的现实，又将论题置于世界刑法学
之林思考；既评介中国的理论学说，又从学派之争的视角进行分析；既解释现行法条，又深究规范背
后的理念；既阐述刑法理论上的要害与重点，又提示并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本次新版，二十余万字的篇幅扩容中，既有作者对最新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的抉微发隐，亦有作者
近年来在刑法学术领域中的深考精思。
作者一以贯之地以刑法解释学为本体，发掘成文法的真实含义和内在欲望。

新版的体系结构、根本理论及基本方法与前版并行不悖，作者亦不惮以追求真理的学者良心，更改观
点、更新论证。

本书通过丰富的资料实证和敏锐的论断分析，同时为法科学生和实务人士解惑辩难。
因而本书不仅适于刑法学课堂教学及自学之用，也适于司法考试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系统复习和
研究之用，还是实务人士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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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楷：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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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刑法概说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渊源与分类
 第二节 刑法的性质、机能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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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法益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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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犯罪的一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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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构成要件符合性
 第一款 构成要件要素
 第二款 行为主体
 第三款 行为
 第四款 行为对象
 第五款 结果
 第六款 因果关系
 第三节 违法阻却事由
 第一款 违法阻却事由概述
 第二款 正当防卫
 第三款 紧急避险
 第四款 其他违法阻却事由
 第六章 责任要件
 第一节 责任与责任要件概述
 第一款 责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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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 责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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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犯罪未遂
 第四节 犯罪中止
 第八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的基础理论
 第二节 共同正犯
 第三节 间接正犯
 第四节 狭义的共犯
 第五节 承继的共同犯罪
 第六节 片面的共同犯罪
 第七节 不作为的共同犯罪
 第八节 共犯与身份
 第九节 共犯与认识错误
 第十节 共犯与犯罪形态
 第十一节 共犯人的处罚原则
 第九章 罪数
 第一节 罪数的区分
 第二节 单纯的一罪
 第三节 包括的一罪
 第四节 科刑的一罪
 第五节 数罪的认定
第三编 法律后果论
 第十章 犯罪的法律后果概说
 第一节 法律后果与刑事责任
 第二节 法律后果与处罚条件
 第三节 法律后果与制裁措施
 第十一章 刑罚的观念
 第一节 刑罚的概念
 第二节 刑罚的目的
 第三节 刑罚的功能
 第十二章 刑罚的体系
 第一节 刑罚的体系概述
 第二节 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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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附加刑
 第十三章 刑罚的裁量
 第一节 量刑概述
 第二节 量刑情节
 第三节 累犯
 第四节 自首、坦白与立功
 第五节 数罪并罚
 第六节 缓刑
 第十四章 刑罚的执行
 第一节 刑罚执行概述
 第二节 减刑
 第三节 假释
 第十五章 非刑罚的法律后果
 第一节 非刑罚的法律后果概述
 第二节 非刑罚方法
 第三节 单纯宣告有罪
 第十六章 法律后果的消灭
 第一节 法律后果的消灭概述
 第二节 时效
 第三节 赦免
第四编 罪刑各论
 第十七章 罪刑各论概说
 第一节 罪刑各论的研究对象与理论体系
 第二节 刑法分则的条文结构与基本内容
 第三节 刑法分则的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
 第十八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节 危害国家安全罪概述
 第二节 危害国家、颠覆政权的犯罪
 第三节 叛变、叛逃的犯罪
 第四节 间谍、资敌的犯罪
 第十九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节 危害公共安全罪概述
 第二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三节 破坏公用工具、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四节 实施恐怖、危险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五节 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六节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二十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三节 走私罪
 第四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六节 金融诈骗罪
 第七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八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九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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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
 第二节 侵犯生命、健康的犯罪
 第三节 侵犯性的决定权的犯罪
 第四节 侵犯自由的犯罪
 第五节 侵犯名誉、隐私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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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三节 妨害司法罪
 第四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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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九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十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二十四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一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概述
 第二节 平时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第三节 战时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第二十五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一节 贪污贿赂罪概述
 第二节 贪污犯罪
 第三节 贿赂犯罪
 第二十六章 渎职罪
 第一节 渎职罪概述
 第二节 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三节 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四节 特定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二十七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一节 军人违反职责罪概述
 第二节 危害作战利益的犯罪
 第三节 违反部队管理制度的犯罪
 第四节 危害军事秘密的犯罪
 第五节 危害部队物资保障的犯罪
 第六节 侵犯部属、伤病军人、平民、俘虏利益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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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一般认为，从法律规定上看，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先来源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
，即“对于任何自由人，不依同一身份的适当的裁判或国家的法律，不得逮捕、监禁、剥夺领地、剥
夺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不得采取任何方法使之破产，不得施加暴力，不得使其入狱。
”这一规定奠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的思想基础。
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人身保护法》也从不同角度巩固了罪刑法定主义思想。
上述思想后来在美国广为传播，美国的《权利宣言》及宪法都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并且在某些方面
使罪刑法定原则具体化。
不过，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渊源是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1791年的《法国宪法》
与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
《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在绝对必要的刑罚之外不能制定法律，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且颁布并
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这一规定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方向。
1791年的《法国宪法》融入了这一精神。
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4条进一步规定：“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
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
”这是最早在刑法典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条文，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使罪刑法定原则从宪法中的
宣言式规定转变为刑法中的实体性规定。
受1810年《法国刑法典》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纷纷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主义推动了法治原则的形成。
德国法治国思想的源泉是启蒙时代的见解；启蒙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基于封建时代罪刑擅断、滥
施刑罚、国民随时可能遭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的事实，进而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使国民获得自由而
提出了种种假设、设想与理由。
罪刑擅断与刑罚滥用给国民造成的痛苦最为严厉；保障国民自由的前提，是实行罪刑法定，禁止罪刑
擅断。
没有罪刑法定原则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法治概念。
罪刑法定主义促进了英国现代法治的形成。
戴雪所提出的第一个法治原则，便是罪刑法定。
根据戴雪的观点，没有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可能有法治o[7]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几乎是19世纪所有文明
国家的立国原则，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是迈向法治的第一步，而且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一步。
罪刑法定原则被写进了国际条约，得到了国际法的承认。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
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犯有刑事罪。
刑罚不得重于犯罪适用的法律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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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学(第4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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