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大刑事法论坛（第六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武大刑事法论坛（第六卷）>>

13位ISBN编号：9787811398281

10位ISBN编号：7811398281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亚刚 编

页数：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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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大刑事法论坛（第六卷）>>

内容概要

刑事法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刑事法制为研究内容的刑事法律科学
也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近年来，武汉大学为了进一步发挥文科的优势，加大了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其中一个重
要举措，就是确定少数研究机构为学校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并给予大力扶持。
以武大刑法学科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刑事法研究中心，有幸被纳入其中作为重点建设的对象。
按照学校的要求，中心应当成为具有明显的科研优势和学术特色的刑事法律重点研究基地，应达到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水准。
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创办了“武大刑事法论坛”，以此作为中心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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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的法律形象?——根据社会中通常的利益提供行为而展开的思考　比较刑法学在意大利的百年历程　
德国解决刑事司法与大众传媒间冲突的若干基本原则的理论探析——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莱巴赫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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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复杂。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分层逐渐明显、思想趋于多元化。
以前一些被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甚至被推崇。
同时，一些新领域的危害行为也在大量涌现。
简单的定罪模式很难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
犯罪的相对性的特征明显地显现出来。
犯罪变得复杂。
这种社会的变革为犯罪实质性评价提出了新的难题。
在一个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寻找合理的判断标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简单的评价模式应对复杂的犯罪现象势必会捉襟见肘。
“许霆案”就是一个典型。
许霆的行为的有罪性广受舆论的质疑，但是判决的理由却又很难说服公众接受。
这就说明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得对行为有罪性的评价变得愈发困难。
（3）刑事法治的完善。
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1997年刑法和符合无罪推定精神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相继出台，是我国刑
事法治走向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刑事法治的完善促使犯罪评价模式必须由简单向细密、由以入罪评价为主向出入罪并重转变。
首先，刑事立法变得更加详尽，对法定犯罪构成的描述更加清晰。
刑法由192条扩张到452条。
这就为犯罪评价由简单向细致发展提供了规范依据。
立法的详尽并不是排斥司法解释作用的发挥，相反倒是为司法解释提供了更多的解释对象和更充分的
解释依据。
立法的粗犷制约着司法解释向精确细致发展的趋势；而立法的详尽也促使司法解释更加详尽。
其次，新的司法原则具有明显的出罪化趋势。
罪刑法定原则以成文法限制人罪，但并不排斥实质上的出罪。
无罪推定原则为实体上的出罪评价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证。
这些司法原则的确立使得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重视出罪性的评价途径和评价过程。
以入罪为主导的评价模式显然不能够完全适应这种注重出罪的刑事司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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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大刑事法论坛(第6卷)》：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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