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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2版)》是一部根据作者刘宪权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学术著作，其突出特色是法
学理论的通俗化。
全书以“讲”的编写体例，采用口语化的表述形式，以生动、平易之语言深入浅出地说明深奥的刑法
学原理，完整地再现了课堂的教学实况，能使读者对中国刑法学基本理论有系统的理解；同时，将囿
于课堂时间限制而省略的重要刑法理论和个人研究成果予以补充，使其体系与论述更趋完备。
本书既能满足法学专业本科生、刑法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需求，也适合相关学科以及大众读者阅读。
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2版)》既是作者对自己积近三十年来的教学经验和研
究生涯的一个总结，也期望更多对刑法学研究学习有兴趣者借由本书之助，能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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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宪权，男，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荷兰艾柔默斯大学法学博士。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刑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
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重点学科刑法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七五”期间全国法学重点研究课题、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选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研究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
课题、美国政府资助项目等。
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政法论坛》、《
法学》、《法学评论》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独著和参著学术著作三十余部；科研成果曾分别
获全国法学科研成果奖二、三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二等奖、著作三等奖，
中国法学会优秀论文奖，上海市教育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多项奖项。

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宝钢全闰优秀教师”、“上海市高等教育名师”
、“上海市劳动模范”和“上?市领军人才”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连续十二年被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
最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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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总论
第一讲　刑法学概述
　一、刑法学的历史和最新发展
    (一)清末刑法学的转轨
    (二)民国时期刑法学的发展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刑法学的主要成就
    (四)改革开放后刑法学的发展
　二、刑法学的基本内容
　三、学习刑法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学习刑法学的理论意义
    (二)学习刑法学的实践意义
第二讲　刑法概述
　一、刑法的概念、性质和任务
    (一)刑法的概念
    (二)刑法的性质和任务
　二、我国刑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刑法
    (二)新中国成立后刑事法律的初步发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制定和颁布的过程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的问题
　三、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一)刑法的体系
    (二)刑法的解释
第三讲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一)
  一、刑法的基本原则概述
    (一)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内容
    (二)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二、罪刑法定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四)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第四讲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二)
    (五)如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三、平等适用原则
  四、罪刑相当原则
    (一)罪刑相当原则的基本含义和理论基础
    (二)罪刑相当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和体现
第五讲  刑法的效力范围
  一、刑法效力范围概述
  二、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空间效力的概念
    (二)我国刑法的空间效力
  三、刑法的时间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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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刑法的生效和终止
    (二)刑法溯及力的问题
    (三)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第六讲  犯罪概述
    一、犯罪概念
    (一)犯罪概念的立法类型
    (二)犯罪本质的理论分析
    (三)我国刑法的犯罪概念和特征
  二、犯罪的分类
    (一)犯罪的理论分类
    (二)犯罪的立法分类
第七讲  犯罪构成
　一、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理论沿革
    (二)犯罪构成的概念与特征
    (三)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
　二、犯罪构成要件
    (一)犯罪构成的要件
    (二)犯罪构成的层次结构
    (三)犯罪构成的类型划分
　三、犯罪构成与定罪
第八讲  犯罪客体要件
第九讲  犯罪客观要件
第十讲  犯罪主体要件
第十一讲  犯罪主观要件
第十二讲  排除犯罪性行为
第十三讲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一)
第十四讲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二)
第十五讲  共同犯罪
第十六讲  罪数形态
第十七讲  刑罚论(一)
第十八讲  刑罚论(二)
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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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科学性。
它的系统具备一定的科学性，通过借鉴国外的有关先进经验，把原来的一些不合理之处都作了修订。
刑法典内在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刑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修订后的刑法在认真总结刑法实施以来的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立法的有益经验，把原来的一
些不合理之处都作了修订，从而使法典体系更为合理，罪状更为精确，前后更趋连贯，用语更为规范
。
比如说，修订后的刑法将原刑法之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就充分考虑到了我们国家已经从革
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实际；考虑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表述比反革命罪更为准确之
意见。
再比如说，修订后的刑法将原刑法中规定笼统的三个“口袋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渎职罪）予
以分解，使罪状更为具体、精确，便于操作。
再比如说，修订后的刑法废除类推，克服了原刑法既欲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又保留类推之矛盾窘境。
最后，修订后的刑法注意法条用语之规范，避免使用易生歧义之用语，使表述更为科学。
第三，连续性。
对于这一点，我前面也已经提到了，这里我再简单强调一下。
修订后的刑法虽然对原刑法作了较大修改，但它不是对原刑法的全盘否定，而是原刑法的延续与发展
。
特别是在刑法体例上，仍保持了原刑法的框架，没有很大的变化。
应该看到，这次刑法修订中除分则内容有较大变化外，总则内容基本上与原刑法相同，这在很大程度
上说明了刑法的立法精神没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修订而不是重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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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刑法学讲演录》：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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