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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刑事法中的效力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界定；宪
法基本权利规范在刑事法中效力的基本理论探析；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法的目的拘束力；宪法基
本权利规范对国家刑罚权的边界限定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司法程序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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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内容提要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思路及方法
第一章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界定
　第一节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理论基础之缘起与演进
　　一、苏联法学的仿袭
　　二、西方法学的滋养
　　三、本土研究
　　四、我国现行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规范的概念界定
　　一、宪法基本权利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厘清
　　二、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与相关规范的关系厘清
第二章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刑事法中效力的基本理论探析
　第一节 宪法在部门法中效力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刑事法中效力之界定
　　一、效力监督主体
　　二、效力规制对象
　　三、效力实现途径
　　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溯及力
　第三节 宪法在刑事法中效力的影响因素
　　一、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特点对效力的影响
　　二、宪法文本中其他规范对效力的影响
　　三、刑事法律的特性对效力的影响
　　四、社会环境对效力的影响
第三章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法的目的拘束力
　第一节 刑事法目的的规范表述与学理解读
　　一、刑事法目的的规范表述
　　二、刑事法目的的学理解读
　　三、对刑事法目的的规范表达与学理解读之评价
　第二节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法目的的拘束
　　一、为什么应拘束刑事法目的
　　二、有什么样的目的拘束力
　　三、怎样实现对刑事法目的的拘束
第四章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国家刑罚权的边界限定力
　第一节 边界的确定
　　——现行宪法对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刑事法律保留
　　一、我国现行宪法对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
　　二、现行宪法刑事法律保留方式之检讨
　　三、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刑罚权边界限定力的具体效力形式
　第二节 确认效力
　　——作为刑事立法中入罪和置刑之规范依据
　　一、是否侵犯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都应构成犯罪和施以刑罚制裁
　　二、我国刑事法对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密度和保障强度之规范分析
　　三、我国刑事法对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水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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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否定效力
　　——作为刑事法立法中的出罪和出刑之规范依据
　　一、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否定效力实现形式
　　——以平等条款对刑事立法之否定效力为例
　　二、对入罪的合宪性判断
　　一一以对同性恋入罪的刑事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为例
　　三、对刑罚的合宪性判断
　　——以我国刑法中“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合宪性分析为例
　第四节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国家刑罚权边界限定的原则体系
　　一、原则体系的构成
　　二、罪刑法定原则
　　三、罪刑均衡原则
第五章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司法程序的控制力
　第一节 宪法对刑事司法程序中基本权利保障之文本解读
　　一、解读方法与参照标准
　　二、我国宪法相关规定之规范意旨及其缺失与完善
　第二节 刑事司法程序的宪法控制之原因与实现途径
　　一、为何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应具有刑事司法程序控制力
　　二、如何实现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司法程序之控制
　第三节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司法程序控制的原则
　　一、刑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二、刑事实体公正原则
　　三、两原则之间的关系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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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是否将效力延伸至刑事被告与刑事被害人之间宪法一般被认为是刑法的渊源。
作为刑法效力渊源的宪法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即宪法是刑法的立法依据。
我国刑法典中第1条就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刑法。
而且很多国家的宪法往往规定一些基本的原则直接指导刑法的制定与适用。
例如，英美法系国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禁止法律溯及既往、正当程序等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宪法中
直接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
这些宪法原则成为宪法对刑法的直接限制。
其二即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成为刑法的直接法源，主要是指宪法规范对刑事内容作出直接的规定。
比如宪法文本中对国家刑罚权的运用设定程序性限制的条款，再比如有些国家的宪法还直接规定了一
些罪名甚至是犯罪构成要件。
与之相应的问题便是能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
我国受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依据的批复》的影
响，司法实践中是不可援引的。
所以我们只能就应然状况做理论上者探讨。
对此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不可援引。
其主要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宪法规范的高度抽象性的特点，认为不适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援引
宪法规范，其无法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
一种观点是可以援引。
该观点认为在审判中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在法律文书中大胆引用宪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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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刑事法中的效力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规划资助项目，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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