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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专论》是列入国家学位办教材规划、拟供全国法学硕士研究生特别是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选
择使用的一种教材。
该教材委托本人担任主编，并由本人会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刑法学博士点中的三位博
士生导师王作富教授、赵秉志教授、黄京平教授分工撰稿共同完成。
全书共26章。
前17章为刑法总论专题研究，后9章为刑法各论中经选择的10种具体罪的专题研究。
编写研究生教材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尝试性的工作。
根据我们多年对研究生教学实践的体会，研究生教学比本科教学高出一个层次。
对研究生的讲课主要是采用专题讲授的方式，不像本科那样系统全面，但在所选择的专题上必须是内
容丰富、信息量大、研究深入的。
本着这一认识，我们所编的教材也是专题性的、重点深入的。
我们期望通过教材的阐述，使硕士研究生能对所列的这些专题的理论观点、立法规范、司法实践以及
有关的学术信息在与本科学习对比的基础上有一个加宽、加深、加厚的了解和掌握，并在专题研究的
方法上能获得一定的启示。
本书的26个专题，都是我们平时教学中既有所积累，这次接受撰稿任务以后，又根据新情况、新经验
、新问题、新资料重新进行加工整理、反复进行研究推敲后写成的。
全书由本人统改定稿。
统改时对各撰稿人的基本学术观点予以尊重，但遇书中前后内容有矛盾时略加协调。
全书编写历时三载，其中统稿历时半年，包括增删、改错、加注、润色。
个中辛苦惟有自知，但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本人甘之若饴。
当然，由于水平所限，加之初编此类教材，缺乏经验，对该书深浅是否适度，详略是否得当，一时确
难把握。
这只有等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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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刑法总论专题研究第一章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第一节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回顾一、
创立、发展时期(1949年10月至1957年上半年)二、萧条、停滞时期(1957年下半年至1976年10月)三、复
苏、繁荣时期(1976年10月至现在)第二节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发展之前瞻一、转换理论观念二、调整研
究方向三、改革研究方法四、拓宽研究视野第二章 新中国刑法立法概述第一节 刑法立法的概念和研
究意义一、刑法立法的概念二、刑法立法的研究意义第二节 中国1979年刑法典的制定及其局部修改补
充一、1979年刑法典孕育诞生的曲折历程二、对1979年刑法典的局部修改补充第三节 刑法典的全面修
订及其整体评价一、刑法典的全面修订：1997年刑法典的公布施行二、对修订的刑法典的整体评价三
、修订刑法典之后的立法情况第三章 罪刑法定原则研究第一节 罪刑法定原则的缘起与演进一、罪刑
法定原则的肇始二、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代面1临的挑战及其发展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与价
值蕴涵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二、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涵第三节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一
、法律主义原则二、禁止事后法原则三、禁止类推解释原则四、明确性原则五、刑罚法规正当原则第
四节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一、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过程之简要回顾二、1997年刑法典确立
罪刑法定原则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争议与研讨三、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法中确立的重大意义 第五节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立法与司法贯彻中的缺憾一、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法立法贯彻中的缺憾二、罪
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事司法贯彻中的缺憾三、对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缺憾的反思第四章 犯罪
概念与犯罪构成研究第一节 犯罪概念及犯罪的基本特征一、我国刑法理论对各种犯罪概念表述之评价
二、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犯罪基本特征的争论三、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客体的关系第二节 犯罪构成的(认
识)层次和分类一、犯罪构成的(认识)层次二、犯罪构成的分类第三节 犯罪构成共同要件的内容一、关
于犯罪构成共同要件内容的争议二、行为主体方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三、行为侵犯
的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要件)四、犯罪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不应合并为一个要
件、危害行为不应独立为一个要件第四节 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第五章 犯罪客观方面研究第一节 
危害行为概念研究一、刑法中“行为”的立法及界说二、危害行为的定义第二节 不作为犯罪研究一、
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和行为性二、不作为犯罪的种类和规范构造三、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根据第三节 危害
结果研究一、对危害结果概念的争议二、正确界定危害结果概念的几个问题第四节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二、刑法因果关系的地位三、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第六章 犯罪主体研究
第一节犯罪主体概述一、犯罪主体的概念和功能二、犯罪主体的共同要件三、犯罪主体的类型第二节 
未成年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一、未成年人犯罪之界定二、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之犯罪范围三、未
成年人犯罪之特殊刑事责任原则第三节 精神障碍人的危害行为及其刑事责任一、精神障碍的含义二、
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人第四节 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一
、单位犯罪的界定二、单位犯罪的处罚第七章 犯罪主观方面研究第一节 犯罪主观方面概述一、犯罪
主观方面的慨念和功能二、罪过形式和无罪过事件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四、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
第二节 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内容问题一、行为人对构成要件的事实本身的认识二、行为人对构成要件的
事实的评价性认识第三节 犯罪间接故意问题一、间接故意的概念与构成特征二、间接故意的认定第四
节 疏忽大意过失中的“应当预见”问题一、应当预见的内容二、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标准第八章 故意
犯罪停止形态研究第一节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一般理论问题一、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和性质二、
犯罪既遂形态的一般理论问题三、犯罪预备形态的一般理论问题四、犯罪未遂形态的一般理论问题五
、犯罪中止形态的一般理论问题第二节 犯罪实行行为含义的理解与认定一、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含义
二、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第三节 犯罪完成与否的含义与认定一、犯罪完成与否的含义二、犯罪完
成与否的认定第四节 犯罪分子意志内外原因的含义与认定一、犯罪分子意志以外原因的含义二、犯罪
分子意志以外原因的认定第五节 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问题一、共同实行犯与教唆犯的犯罪未遂问题二
、共同实行犯与教唆犯的犯罪中止问题 第九章 共同犯罪研究第一节 共同犯罪概说一、共同犯罪的概
念二、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三、共同犯罪的形式四、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五、我国刑法理
论中共同犯罪的研究现状和意义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基本认定一、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二、认定共同
犯罪中几个值得研究的疑难问题第三节 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标准一、共同犯罪人分类概述二、关于我国
刑法对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争论第四节 犯罪集团及其认定一、犯罪集团概念的法定化问题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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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构成特征三、犯罪集团认定中的几个问题第五节 共同犯罪与身份一、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
份犯的共同实行犯二、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应如何定性第十章 罪数问题研究第十一章 
正当防卫研究第十二章 刑事责任研究第十三章 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研究第十四章 死刑研究第十五章 
罚金刑研究第十六章 自首制度研究第十七章 数罪并罚制度研究下编 刑法各论中若干具体罪专题研究
第十八章 交通肇事罪研究第十九章 故意伤害罪研究第二十章 绑架罪研究第二十一章 抢劫罪研究第二
十二章 侵占罪研究第二十三章 贪污罪研究第二十四章 受贿罪研究第二十五章 挪用公款罪研究第二十
六章 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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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刑罚目的问题。
刑罚目的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与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政治性、阶级性是分不开的。
关于刑罚目的，有惩罚说、改造说、预防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的争论。
虽然这场讨论还有些粗浅，但它开创了我国刑罚目的研究之先河，有着重要的意义。
5.死缓制度存废问题。
死缓制度存废问题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提出的。
死缓制度是在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产生的，当其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后，刑事立法中是否还应当继续保留，刑法学界对此不无争议。
今天看来，这场争论无疑为死缓制度的存在及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刑
法学研究的发展。
6.反革命罪问题。
反革命罪是这一时期刑法学界研究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关于反革命罪，当时争论的主要是反革命罪有无未遂的问题，对此，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
这场争论不仅没有解决反革命罪的未遂形态问题，反而从一个纯法律的学术问题上升为一个敏感的政
治问题：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主张反革命罪有未遂的观点开始被斥责为是旧中国的六法观点，
这一趋势在随后于下述萧条、停滞时期的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凡
是主张反革命罪有未遂的人均被打成右倾分子。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深刻的，作为新世纪的刑法工作者，应当认真总结，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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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专论(上下)》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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