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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依托精神医学与心理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证
据学的理论，借鉴相关国家的立法例，对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实体性及程序性问题进行了
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是从刑法理论角度重新诠释了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与地位；二是从刑法规范及刑事政策
角度对国内外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标准作了深入分析；三是从刑事诉讼法理论与立法角度
研究了精神鉴定以及司法判定等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四是从法医学与精神医学角度分析了精神障
碍的分类、界限以及人格障碍等问题。
全书以综合考察的方法将实体性规范置于影响其实现的现实环境或因素中予以透彻研析，所得相应结
论具有较强的操作针对性，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刑事法学相关理论的研究，而且对提升精神障碍者刑事
责任能力判定的质量和效率具有积极的、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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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三，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程序不完善。
例如，在“陕西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发生后，一些精神鉴定专家根据律师调查的情况和有关证人证言
，怀疑邱兴华患有精神疾病，因而建议司法机关应当为其作精神鉴定；多名法学教授则联合发表公开
信，呼吁法庭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鉴定；邱兴华的妻子以及二审辩护人也向法院提交了为邱兴华作
司法精神鉴定的申请以及家族成员有精神病史的证据材料。
但是，二审法院最终也没有委托鉴定机构，而是直接维持了判处邱兴华死刑的一审判决，并在宣判后
立即执行了死刑。
此类案件暴露出我国精神鉴定启动权配置上的问题，引发人们思考应否赋予辩护方精神鉴定的启动权
、救济权以及司法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对被告人进行精神鉴定等问题。
总的来看，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总能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和争论，重视是因为刑事责任能力直
接影响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或无，而争论则因人们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标准及程序存在不同认识
。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不仅有技术层面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特定社会对有犯罪嫌疑的精神障碍者的
价值的不同认识。
在刑法发展史中，近代以前盛行的是结果责任，精神障碍者实施危害行为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考虑行为人主体的因素。
从道义责任论一社会责任论一规范责任论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
任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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