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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刑法博士文丛”即将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作为总主编，我感到十分高兴。
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人数越来越多，博士论文作为获得博士学位的前提，成为一
种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博士论文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博士点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数。
在这种情况下，从已经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中，择其优者经过修订予以出版，也是对学术界的一种贡
献。
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点是我国培养刑法学专业博士生的一个重要基地，自1990年建点以来，已经培养
了数十名博士生，并曾经系统地出版过博士论文集。
这次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刑法博士文丛”是这一出版活动的延续。
我在主编本文丛的时候，择优选择博士论文，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标准：
一是选题新。
刑法学是一门发展较为成熟的部门法学科，到目前为止，博士论文已有数百篇，已经出现了一些选题
重复的现象。
因此，在选题上如何出新，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选本文丛的博士论文，我要求选题一定要新。
这里的新，既指没有相同选题的博士论文，更指它能开启新的学术领域。
陈旧的选题是很难在内容上出新的。
因此，选题新就成为人选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是观点新。
博士论文虽然力求通过，但仍然给学术创新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如果在观点上都是一些陈词滥调，没有任何独创之处，就不可能成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
因此，观点新是对博士论文的一个基本要求。
这里的观点新，就是指论文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原创性，而不是资料堆砌或者文献综述。
应该说，这是一个较高的要求。
当然，观点新也并非是标新立异，而是要在承接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这就要求作者具
有扎实的学术基础。

三是表述新。
表述虽然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我认为也是必须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
长期以来，我们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程式，按照这种程式写出来的论文在表述方
法上是十分陈旧的，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缺乏新意。
我一直倡导一种新的表述方法，能够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表述是一种文字功夫，虽然只是学术的载体和外表，但好的表述能使观点更引人人胜，更具有吸引力
。

达到以上三个标准的博士论文，才是优秀的博士论文，这是我对本文丛人选标准的一点看法。
我期待有更多的优秀博士论文能够人选。
当然，由于出版资源有限，我们每年只能出版3～5本，这些博士论文应该是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论文
中最优秀的。
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我将严格把关，力争使本文丛的博士论文在质量上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
尤其是在论文的选题上，我将更侧重于前沿性的理论问题。
博士论文的出版，对于培养学术新人来说，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
对于那些立志将来献身学术研究的博士生来说，博士论文将是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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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投身司法实践工作的博士生来说，博士论文也许是他的最后一本，甚至是唯一的一本个人专
著。
因此，饱含个人心血的博士论文能够出版，这是一件幸事，对此，我深有体会。
想到十多年前我出版个人博士论文时的艰难，更为自己能够为学生们的博士论文的出版助一臂之力而
感到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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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海涛，1980年生于河南省商水县，200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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