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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财产罪的法益及其展开)》(作者童伟华)从比较法的角度论证了财产罪法益的
内容，以此为中心探讨了财产罪的对象、不法原因给付与财产罪、权利行使与财产罪等财产罪的若干
基础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财产罪法益的解释机理。
本书对德国、日本的相关立法、判例和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我国财产罪立法、司法解释及各种
学说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刑民关系的视角提出了《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财产罪的法益及其展开)
》的主张，深化了对财产罪基本范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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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伟华，男，1971年2月生，湖南岳阳人。
1997年6月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
2004年6月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
曾于1
997年8月至1
998年9N在湖南省岳阳市检察院担任公诉人。
现为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法学院院长助理、法律系主任。
著有《受贿罪的构造》(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
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另外在《刑法论丛》、《法律科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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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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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间说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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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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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财产性利益
  一、有关财产性利益刑事保护的立法
  二、财产性利益的含义与分类
  三、财产利益与财物的区别
  四、财物罪与财产性利益罪的关系
第三章  不法原因给付与财产犯罪
第一节  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
  一、德国的判例与学说
  二、日本的判例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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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罪法益的解释机理——刑民关系解释论的归结
第一节  缓和的违法一元模式——刑民关系视角下财产罪法益解释的基础
  一、违法一元论
  二、违法相对论
  三、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之肯定
  四、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之适用
第二节  民事法取向模式——刑民关系视野下财产罪法益解释的基本构造
  一、民法依存模式与秩序维持模式的对立
  二、民事法取向模式的提出及其合理性
第三节  所有权与占有——刑民关系视野下财产罪法益解释论的展开
  一、民法中的所有权与刑法中的所有权
  二、民法中的占有与刑法中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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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行政法的保护　　财产的行政法保护是各国共同的制度，我国也是如此。
在我国的行政法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律规范在财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律规范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保护财产，一是事前规制，即宣告对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予
以处罚以保护国民的财产。
二是事后处罚，即对已经造成财产损害的行为予以处罚来保护国民的财产。
治安管理法律规范的财产保护机能与刑法类似而与民法不同。
　　此外诸如渔业法、水产资源保护法也保护渔业权、水产资源权等财’产。
这类法律主要通过行政程序确认国民的财产以及通过行政程序调解财产纠纷保护国民的财产，机能上
与民法更为接近。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行政法律法规中有许多规制经济交易和经济活动的规范，这些法律规范直接
或者间接地保护国民的财产。
如有关经济统制的法律规范、物价管制的法律规范，保护国民财产在事实上免受损害。
经济统制法规对国民财产权的保护是间接的，同时着眼于保护国民事实上的财产。
　　二、刑法对财产保护的补充性　　如前所述，财产（或者财产权）不是仅仅由刑法来保护。
反之，在刑法保护财产之前，首先是由民法及民法的各种附属法来保护财产。
民法对财产的保护是第一性的保护，此外还有行政法对财产的保护。
刑法的作用，主要是作为民法或者行政保护的保障法而存在。
在财产保护的领域刑法退居幕后，在稍稍远离第一线的地方发挥作用，理由是：第一，在经济交易和
财产交易的领域，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应尽可能排除国家的干涉；第二，作为刑法调整手段的刑罚具
有“双刃剑”的性质，有利也有弊，谦抑性是刑罚应有的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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