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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历史最长的教育科目。
近代高等教育更是由法学教育缘起、以法学教育为标志。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引进初创、遭受挫折、恢复重建的艰难历程，经过90年代以来的建设和改革
，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结构比较合理、整体质量稳步提高的教育体系，并在世界法学教育中占
有重要一席。
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教育：一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教育，包括法理学（法哲学
）理论和各个部门法学的基本理论教育，用科学的法学理论武装学生，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法律观、
法律价值观，权利义务观；二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先进的、民主的、理性的法治
观，养成信仰法治、践行法治、维护法治、为法治而斗争的职业精神；三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教
育，使学生深刻理解我国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和时代精神，把握以宪法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法律体系及
其各个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四是法律程序和法律方法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学生树立程序
意识、熟悉法律程序，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明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五是国际法律教育，即培养学生树立国际法治观，认识国际法在构建和谐世界、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运用国际法律维护中国融人全球化和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各种权益。
法学专业十四门骸心课程的设置就是为了适应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教育。
除了这些基本教育之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特色的法学院系可以实施法学教育的拓展计划，
例如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可以为学生开设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社会学、法学方
法论等更多基础性和前沿性的课程；农业院校的法学院系可以为学生开设更多与农、林、水密切相关
的课程；财经类院校法学院系可以为学生开设税法、会计法、财政法、反垄断法等课程⋯⋯以适应社
会对法学专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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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不仅体例新，而且内容新，资料全。
它反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刑法修正案、对有关条款的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近几年来的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上的有关争议。
    全书分为二十四章，第一章至第十三章为刑法总论，第十四章至第二十四章为刑法各论。
书中的基本观点多采通说，兼及不同观点的争论；各论部分区分重点罪与非重点罪，撰写详略有别，
重点分明。
各章之前，均有重点提示；各章之后，均有复习思考题，并大多附有案例分析、争议问题，以便读者
掌握重点，加深理解，联系实际，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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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法概说　　重点提示：　　刑法的概念和分类，刑法的性质和任务，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和
要求，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和司法适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立法体现和司法适用，刑
法空间效力的概念和原则，我国刑法对国内犯的适用原则，我国刑法对国外犯的适用原则，我国刑法
的溯及力问题。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性质与体系　　一、刑法的概念与分类　　（一）刑法的概念　　关于刑法
的概念，我国刑法理论界约有三种不同的提法：其一认为：“刑法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
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并对该行为处以何种刑罚的法律。
”其二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其三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
具体些说，刑法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
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我们赞同第三种提法，因为它不仅揭示了刑法的阶级本质和法律特征，而且科学地揭示了刑法的内
容。
我国刑法除规定了什么行为是犯罪外，还规定了刑事责任，并专门规定了刑罚和刑罚的具体运用。
所以，在刑法的定义中，不反映刑事责任，自属有所不足；不反映刑罚，更难认为妥当；只有将犯罪
、刑事责任和刑罚完全反映出来，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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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根据教学要求在体例上有所创新。
不仅如此，由于近几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公布了六次刑法修正案，对1997年刑法作了较多修改
和补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规定作了为数不少的司法解释；刑法理论界发表了相
当数量的新的研究成果，这就使本书在内容上也增加了新的观点和资料。
本书的体系基本上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制定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中刑法大纲为依据，但根据高
等学校刑法教学的要求和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作了适当修改。
对存在争议的问题，采用通说为本书的观点。
理论上的主要争论则在“争议问题”中适当加以介绍。
意在既能适应高等学校刑法教学的需要，也可以给司法考试应试人员以方便。
各章之后均附有“复习思考题”，多数章之后附有“案例分析”，以便读者复习参考或联系实际。
本书主要是由活跃在各高校刑法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执笔撰写的。
撰写章节的具体分工如下：马克昌：第一章～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夏勇：第三章第四节一
第四章，第五章第二节一第四节；齐文远：第六章一第十章；于改之：第十一章～第十四章；李希慧
：第十五章、第十七章；林亚刚：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莫洪宪：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
；康均心：第二十二章一第二十四章。
在编写方法上，由执笔人按照大纲分工进行撰写，然后由主编进行统稿。
最后由主编定稿。
由于水平所限，错讹恐难避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学分社李文彬社长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支持，并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在
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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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的体系基本上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制定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中刑法大纲为依据，但根
据高等学校刑法教学的要求和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作了适当修改。
对存在争议的问题，采用通说为《刑法》的观点。
理论上的主要争论则在“争议问题”中适当加以介绍。
意在既能适应高等学校刑法教学的需要，也可以给司法考试应试人员以方便。
各章之后均附有“复习思考题”，多数章之后附有“案例分析”，以便读者复习参考或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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