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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案例指导：理论·制度·实践》以刑法规范及其发展完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刑法学，是法
学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
而刑法学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刑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状况。
因此，我们既要促进当下各种刑事法思想与理论的交流，力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不能忘记对年
青一代人才的培养，以期薪尽火传、承传不灭。
这就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刑事法研究的新型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经教育
部1999年11月批准，成为首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刑事法领
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研究机构。
该“中心”依托中国人民大学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与人大法学院坚实宽广的法学学科实力，以具
有辉煌业绩和良好传承的国家重点学科——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刑事证
据法、刑事侦查与刑事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诸多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在“中心”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下，勤于学习，勇于探索，撰写的学位
论文大多具有锐意创新之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案例指导>>

作者简介

　　于同志，安徽蒙城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暨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
独著《死刑裁量》、《刑法热点裁判与规则适用》、《网络犯罪》，合著《刑事审判前沿问题思考》
、《刑法适用与审判实务》等专业书籍10余部，在《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获中国法学
会第一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成果奖、《人民司法》“东莞杯”征文一等奖等全国性科研奖励1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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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领悟案例传递的信息，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冲破禁区的勇气。
会议最后作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全部复查，从中改判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定。
会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
》，该报告于1978年12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复查纠正冤假错
案工作由此得以全面展开。
　　可以说，在人民法院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过程中，典型案例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冤假错案错综复杂，虽然有中央政策文件支持，但要在复查工作中正确把握原则性较强的政策规定，
在当时法制很不健全的情况下，需要更为清晰、明确的指引。
而案例能够给人们以直观感受，其形象化、具体化的特点又是具有抽象的法律原则、规则所无法比拟
的优势。
这正如大家在讨论刘殿清案时所认识到的，像刘殿清这样的人都平反了，那么，其他人的行为性质不
如刘殿清严重，当然更应当得到平反。
通过类比刘殿清案，人们也就理解了“反革命”的大致范围。
所以，即使在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后期，最高人民法院也仍然比较重视运用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
践。
例如，198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公、检、法三党组《关于进一步复查平反政法系统经手办理
的冤、假、错案的意见的报告》中说：“复查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刚开始时，我院和许多
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一批典型案件，曾经对复查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进一步复查，也应
注意慎选典型案例，以指导下级人民法院掌握好政策，做好复查工作，把一切尚未平反的冤、假、错
案坚决予以平反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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