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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七十自画像：在刑法学领域内漫游》主要内容包括：序、刑法总论编、关于毛泽东刑法思想的
几个问题、关于刑法立法解释的几个问题、判例变更溯及禁止原则探究——兼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
的鉴借、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上）、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下）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七十自画像>>

作者简介

　　薛瑞麟（笔名雪千里），汉族，中共党员，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刑法专业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等。

　　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期间，主讲过《中国刑法总论》、《中国刑法分论》、《苏联东欧刑法》、
《俄罗斯刑法》、《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等课程，曾应邀在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石河
子大学等作过刑法专题讲座。
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包括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日、中
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曰、公安部科研项目等的研究。
个人专著有：《犯罪客体论》、《俄罗斯刑法研究》、《俄罗斯罪过理论研究》、《文物犯罪研究》
；主编了《刑法的修改与完善》、《金融犯罪研究》、《金融犯罪再研究》等著作；参与撰写的作品
有：《当代中国刑法改革》、《中国预防犯罪通鉴》、《外国监狱史》、《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
国刑事法制》等。
另外还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有的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和司法部的优秀论文。

　　曾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获全国优秀教师提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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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借序发挥
刑法总论编
　关于毛泽东刑法思想的几个问题
　关于刑法立法解释的几个问题
　判例变更溯及禁止原则探究——兼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鉴借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上）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下）
　犯罪客体的分类
　关于犯罪对象的几个问题
　论刑罚效益的概念
　别急，这事不能没商量——对话《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作者
　迟来的反批评——对话《刑法原理入门》序之作者
刑法分则编
　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思考——刑法修改与完善若干问题的探讨（笔谈会）
　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试论偷越国（边）境罪的既遂与未遂
　论伪造货币罪
外国刑法编和比较法编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修改与评析
　俄罗斯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嬗变中的俄罗斯犯罪客体
　俄罗斯罪过理论的几个问题
　苦命的广义罪过理论
　历史与现实：俄罗斯立法中的死刑
　英国性犯罪视角中严格责任之考察
　大陆与澳门自由刑之比较研究
附录
　教师是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教师节北京高校教师座谈会发言纪要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记著名刑法学者薛瑞麟
　述而兼作读教为乐——访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薛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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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　　1986年3月回国后，我继续在刑法教研室任教。
当时的刑法教研室成员较多，多时达30余人，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从刑法教研室分离出去后，纯刑
法的教员也有20多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大的教研室之一。
我在这个教研室里当了16年的“生产队长”，先是副的，后来“熬上”正职。
2002年，根据学校教学科研机构改革方案，教研室改为研究所，这时我的年龄太大了，显然已不适宜
当什么所长。
学校机构改革使我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最后一任教研室主任。
这期间，虽然也有所谓的“升迁”机会，但我这个人既不善于管理，也不会应酬，有时连自己都管理
不好，更何况管理他人。
因此，被我婉拒了。
但教研室主任不一样，是民选的，人家投你的票，你总不能不识抬举吧？
这是我难以拒绝或者拒绝不了的原因。
在教研室待了17年（包括出国前的一年），自然对它有一种感性认识和体验。
　　我校的教研室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它更多地参照了苏联法律类院校的结构设置。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的北京政法学院就是一所专门的法学高等院校。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需要，我校已成为多学科有机共存、协调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国家重点大学，但
它以法学为主体的性质并没有变，这从学校法学类学生的招生数量以及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刑
事司法学院、国际法学院等在学校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
在一个全日制在校生上万人的大学里，法学同专业的教员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要承担全校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授课任务及其论文指导、答疑等。
如果同专业的教员太少肯定不行。
另一方面，当一个二级学院拥有数个由一二十名同专业的人组成的教师群体时，对教师实行直接的、
个别交流和管理是困难的，这就是作为基层的教学科研单位的教研室（或研究所）存在的合理性根据
。
在这方面，我校不同于国内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更有别于国外一些大学的法学院。
从我参观访问的美国、加拿大以及与我国毗邻的韩国、日本一些大学的法学院看，它们的规模小，正
式聘用的同专业的教授也就一两名，在这种情况下，设立教研室这样的单位显然是不必要的。
看来，教研室的设立与否取决于国情和学校的性质与结构特点。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七十自画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