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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作者近12年来在对我国刑法理论探究与反思，并在密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新、疑、难问题
进行创新性思考的基础上生成的。
　　之所以以“走进刑法——中国刑法基本理论研究”为书名，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
，从时间上来看，本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研究刑法12年来对我国刑法基本理论的基本观点的形成过程以
及思考的方法、视角、维度，作者也正是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走进了“刑法槽”；另一方面，作者目
前正在进一步思考中国刑法理论的精细化与系统化的问题。
这样，从逻辑上来看，下一步，将以“刑法探微——中国刑法理论精细化研究”以及“走出刑法——
中国刑法理论系统化研究”为书名，对中国刑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期形成完整的关于中国刑法
基本理论研究的三部曲。
这样的想法或者欲望，直接源自作者近8年来在中山大学法学院为刑法学研究生开设的《罪刑各论》
的教学心得体会，以及经常参与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所感所悟。
毫不夸张地说，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刑事判例资源是刑法理论研究的弥足珍贵而富饶的矿藏，作为
一名刑法学者，自己的思想经常穿梭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并深刻地认识到，尽管我国的刑法
总则呈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除了增加单位犯罪之外，几十年来未曾有大的变革，但是，与刑法总
则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刑法分则中部分内容变化过快，这种态势是否会造成“板块漂移”而引
发刑法学“地震”灾害，必须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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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研究刑法12年来对我国刑法基本理论的基本观点的形成过程以及独特的思考方法
、视角、维度。
本书着重对犯罪概念与特征，法定犯的特征与认定，作为犯与不作为犯区别标准，刑法中的实行行为
，直接故意存在的范围，注意能力判断标准与业务过失判断基点，共同过失犯罪，“片面共犯”与承
继共犯，单位犯罪的理论基础。
严格责任问题，未遂犯、累犯的刑事责任根据，国际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罚金刑易科制度。
数罪并罚疑难问题，假释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造模式与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尝
试与创新性探讨，形成关于刑法基本理论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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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违法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方面，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刑法违法性；另一方面，社会危害性如果不与刑法违法性结合在一起
，就无所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即社会危害性也不能脱离刑法违法性而独立存在。
进一步而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违法性之间表现为内容与形式、征表与被征表的关系，两者互
为表里，相互依存。
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违法性都是作为犯罪的特征而存在的，之所以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违法性都是犯罪的
特征，就是因为两者单独都不能从根本上来界定犯罪，尽管认定犯罪的唯一根据是刑法违法性，但是
，刑法违法性本身只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征表而已，或者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上
的犯罪，刑法违法性是形式上的犯罪。
实质犯罪与形式犯罪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因此，对有人提出的犯罪一特征说（刑事违法性说），作者不敢苟同。
　　理清了刑法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辩证关系之后，对于犯罪的特征，笔者主张应当有新的理解与
新的表述：犯罪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1）在立法阶段，犯罪只有一个特征——严重的社会
危害性。
可谓犯罪的立法特征，也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化的根据；（2）在司法阶段，犯罪也只有一个
特征——刑事违法性。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程序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换言之。
一个行为是否犯罪，只能根据刑法来认定，一个人是否为罪犯，只能经过法定程序由法院的生效判决
来决定；（3）那么，应受刑罚惩罚性，是不是犯罪的特征呢？
答案是肯定的。
尽管有少量犯罪通过定罪免刑的方式来处理，但绝大多数犯罪仍然是通过刑罚手段来处理的。
因此，说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一般）特征，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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