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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罚理论的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刑法理论研究水平，《刑种通论（第2版）
》的写作是对刑罚理论研究的开端。
之所以选择刑种作为一个突破口，是因为刑法，至于刑罚的整个规定都是围绕着刑种而展开的。
因此，刑罚理论的深化，必然始于对刑种的研究。
为了在更大程度上展开理论思辩，作者没有简单局限于法条的规定，而是将刑种概括为生命刑、自由
刑、财产刑与资格刑四种，在每一种刑种中，按照历史沿革、概念界定、理论争论、各国比较、我国
立法、裁量、执行和发展完善这样一条线索展开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在《刑种通论（第2版）》的写作中，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立足于中国关于刑种的立法与
司法，并兼采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历史上与外国的立法例，力图使《刑种通论（第2版）》达到一
定的理论高度，从而为刑罚理论的发展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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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良，1957年3月21日生，浙江义乌人。
1981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4年12月
获法学硕士学问，1988年5月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4年至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被评为博士
生导师。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狱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等职。
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当选第二届“
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0年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2001年“中国司法制度与司
法改革”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等奖，2004年经人事部等八部委批准，入选“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入选教育部文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
优秀教师，2005年“刑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6年作为课程负责人的北
京大学刑法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主要学术成果：专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2）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7年修订1版，2000年修订2版，2003年修订3版），1995年获国家教委全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遗传与犯罪》（群众出版社，1992）；《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初版，1998年第2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8），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
，1998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2002年获司法部法学教材与
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06年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
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与周光权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种通论>>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刑种的历史演变第二节　刑种的科学确定第三节　刑种的发展趋势第一篇　生命刑论第
一章 生命刑的缘起与演变第一节　我国历史上的生命刑第二节　外国历史上的生命刑第二章　生命刑
概说第一节 生命刑的本质第二节　生命刑的功能第三章　生命刑存废之争第一节　生命刑存置论第二
节　生命刑废止论第三节　生命刑存废的评价第四章　各国生命刑的考察第一节　生命刑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生命刑的适用对象第五章　我国刑法中的生命刑第一节　生命刑的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第二
节　生命刑的适用范围第三节　生命刑的适用条件第六章　生命刑的裁量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生命刑
立即执行的裁量第三节 生命刑缓期执行的裁量第七章 生命刑的执行第一节 生命刑的立即执行第二节 
死缓的执行第八章　生命刑的发展完善第一节　生命刑观念的变革第二节　生命刑的法律限制第二篇
　自由刑论第九章　自由刑的缘起与演变第一节　古代刑法中的自由刑第二节　 西方刑法中的自由刑
第三节　前苏联东欧刑法中的自由刑第四节　我国刑事立法中的自由刑第十章　自由刑概说第一节　
自由刑的概念第二节　自由刑的功能第三节　自由刑的分类第 十一 章　自由刑存废之争第一节　无
期自由刑存废之争第二节　短期自由刑存废之争第三节　限制自由刑存废之争第 十 二 章　各国自由
刑的考察第一节　各国自由刑立法概况第二节　无期自由刑的考察第三节　有期自由刑的考察第四节
　限制自由刑的考察第五节　自由刑的发展趋势第 十 三 章　我国刑法中的自由刑第一节　我国刑法
中自由刑的特点第二节　无期徒刑第三节　有期徒刑第四节　拘役第五节　管制第 十 四 章　不定期
刑第一节　不定期刑的概念第二节　不定期刑的沿革第三节　不定期刑存废之争第四节　各国不定期
刑的考察第五节　我国实行不定期刑的构想第 十 五 章　自由刑的裁量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无期自
由刑的裁量第三节　有期自由刑的裁量第四节　限制自由刑的裁量第 十 六 章　自由刑的执行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徒刑的执行第三节　拘役的执行第四节　管制的执行第五节　自由刑执行中的若干问
题第 十 七 章　 自由刑的发展完善第一节　无期自由刑的发展完善第二节　 短期自由刑的发展完善第
三节　限制自由刑的发展完善第三篇　财产刑论第 十 八　 章财产刑的缘起与演变第一节　罚金的历
史沿革第二节　没收财产的历史沿革第 十 九 章财产刑概说第一节　罚金概说第二节　没收财产概说
第 二 十 章　财产刑存废之争第一节　罚金存废及其评价第二节　没收财产存废之争第二十一章　各
国财产刑的考察第一节　罚金的考察第二节　没收财产的考察第二十二章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第一
节　我国刑法中的罚金第二节　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第二十三章　财产刑的刑量第一节　罚金的裁
量第二节　没收财产的裁量第二十四章　财产刑的执行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罚金的执行第三节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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