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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法”为篇，始出《管子》，日：“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管子》虽齐国稷下诸君杂糅之，但其承接管仲之余绪，应大体不谬。
此后，法家从商鞅至韩非，无一不以明法为经。
秦用法家之法，履至尊而制六合，威震四海。
然而，雄兵百万，金城千里，并没有换来帝位永固。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为天下所笑倒在其次，后世之君不敢明法为治，才是国之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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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尸体器官　　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盗窃尸体罪，但是，从严格解释的角度来看，尸体与尸体
器官未必具有同一性，运用盗窃尸体罪并不能够包容盗窃尸体器官的行为。
如有论者认为：“因此，从司法实务部门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不宜将盗窃死者器官的行为认定为盗窃
尸体罪。
理由是：（1）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盗窃尸体罪中的‘尸体’是否包含‘器官’，法无明文规定，司
法实践中不宜做扩大解释；（2）很难具体把握盗窃死者器官的严重程度，实际操作困难。
只盗取尸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司法中是否认定为盗窃尸体罪，应结合行为人主观恶性、行为手段、
盗窃尸体部位、面积以及行为后果等方面综合考虑。
如果盗窃了接近全部的尸体或情节严重的，应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认定构成盗窃尸体罪；如果情节
较轻，则不宜按盗窃尸体罪追究刑事责任。
”①那么，尸体器官的法律属性则成为判断盗窃尸体器官行为法律性质的重要前提。
　　从法律的主体性依附于人身的角度出发，尸体不再具有主体性的特征，而成为客体。
也就是说，尸体并不能够成为人格权的组成部分，应当属于物的范畴。
只不过尸体这种物是否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财物，尚存争议。
有学者认为：“尸体为物，固无疑义，然除为供学术研究及合法目的之使用外，不得为财产权之标的
，故原则上应为不融通物也。
其法律上之关系，应依法律及习惯定之。
”②易言之，作为尸体的组成部分的器官，与尸体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物，其利用、处置等权限都受到
一定限制。
但是，这种限制并不能够否认其作为物的根本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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