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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中国刑法学界有关犯罪论体系的争论十分激烈，一些学者主张引进德日三要件式的犯罪论体
系，“重构中国刑法学体系”，这是关系到中国刑法学前途去向的重大问题。
张杰同志的专著《刑事归责论》，以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讨论为大背景，立足罪一责一刑的中国刑法
学体系，选取刑事归责为切入点，在探讨刑事归责的概念、原则、对象、条件、要素、体系、应用等
问题的同时，回答了“中国刑法学体系要不要重构”，“中国刑法学体系存在哪些缺陷及如何完善”
等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作者直面理论难题的勇气和良好的学术功底。
　　该书提出的将归责定位为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动态过程；借鉴德日刑法学行为评价与行为人评价分
立，在刑事归责中恰当地运用刑事归责要素实现对行为人的评价；建立刑事归责体系充实中国刑法学
中的刑事责任论等观点，都很有启发性。
我在推荐论文参加答辩时给予其的总体评价是：“博士论文《刑事归责论》，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
对我国刑法中的刑事归责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人而有创造性的研究，填补了刑法理论体系中的
一个空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
”这一评价是否中肯，还请读者评判。
　　对于中国刑法学体系是否应推翻重建的问题，我近年来也很关注，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看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归责论>>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学体系的争论为大背景，立足罪一责一刑的中国刑法学体系构刑事归责
论。
本书认为，刑事归责是刑事责任论的中心任务及动态体现；刑事归责论的建立和充实，对于中国刑法
学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实践中抽象法律规则与具体案件坚持罪一责一刑的中国刑法学体系
中建立完善的刑事归责理论，将归责提升为与定罪、量刑相并列的动态过程。
在归责论中，应借鉴德日的刑法理论中的责任要素，建立缜密的刑事归责体系，藉之充分考量行为人
人格方面的特殊因素，渗透国家的价值评价色彩，缓和定罪论仅仅关注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实质不合理
性，为量刑提供行为人方面的论证和基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归责论>>

作者简介

张杰，男，1980年6月生，湖南浏阳人。
200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工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湘潭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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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了《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等著作的编写；在《政治与法律》、《法学杂志》、《中国刑事法杂
志》等期刑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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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事归责的原则，即在刑事归责过程中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全程性制约作用的准则。
刑事归责论的展开，必须随时注意贯彻遵循刑事归责的基本原则。
因此，刑事归责原则的提炼，与刑事归责概念的归纳一样，是刑事归责论建构中的基础性问题。
　　立足于刑事归责着重考查行为人人格特征的宗旨以及确定犯罪人刑事责任状况的任务，笔者认为
，刑事归责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主观归责原则、罪行制约原则两项。
　　在主客观相统一已经成为我国刑法中主流话语的情况下，将主观归责确立为刑事归责的基本原则
，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然而，主观归责原则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消解，应该说，主观归责原则与主客
观相统一原则，具有不同的内涵和使命，在此，本节首先对这些问题予以概括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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