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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台湾法学研究精要丛书”连续引入我国台湾地区法学领域的拔尖之
作，在祖国大陆法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
整套丛书开始出版的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和诉讼法方面的著作，现在又要陆续推出刑法系列，这是
令人欣慰的。
　　台湾地区的刑法学和大陆的刑法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台湾的老一辈刑法学家韩忠谟教授等，都是在祖国大陆完成学业以后去台湾的，可以说是在台湾承续
了自清末以降从大陆法学引入的刑法学传统。
在大陆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刑法学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又恰恰是台湾的刑法学著作起到了一定的
启蒙作用。
例如韩忠谟教授的《刑法原理》一书就以影印的方式在大陆出版，为我们当时了解刑法理论研究的世
界现状打开了一扇学术的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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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平实易懂又兼顾多数见解的刑法总论教科书，旨在令读者对刑法的学说理论建立“初步
而通盘的理解”，对于初学刑法总则的读者而言，是一部相当容易消化吸收的刑总教科书：以严密的
体系架构阐明作者的主张，在刑法学说理论紊乱之现状下，寻回既有的学说理论传统思想。
　　本书2008年增修时除了将日本最新的刑法理论加以介绍，进而运用于诠释台湾地区“刑法”规定
外，亦尽可能地对德国刑法规定与理论加以说明及比较检讨，同时将留德学者所著教科书之重要内容
（多数采德国刑法理论）与目前最新实务见解纳入其中，期使读者既能清晰了解刑法体系架构，合理
诠释新修定“刑法”总则条文，亦能正确掌握实务立场以及日本、德国刑法规定与理论的发展脉络。
　　无论法科学生或法律工作者，皆可借由体系完备、理路清晰的本书，建立深厚的刑法学素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总论>>

作者简介

　　陈子平，东吴大学法律学系法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硕士、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课程修毕。
现任东吴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总论>>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刑法之基础理论　第一章 刑法之意义与功能　第二章 刑法之历史与理论　第三章 刑法之基本
原则　第四章 刑法之效力　第五章 刑法之基本用语第二篇 犯罪论　第一章 犯罪之概念与犯罪论之体
系　第二章 行为论　第三章 构成要件论　第四章 违法性论　第五章 责任论　第六章 未遂犯论　第七
章 正犯与共犯论　第八章 罪数(竞合)论第三篇 刑罚论　第一章 刑罚之概念　第二章 刑罚之适用　第
三章 刑罚之执行　第四章 刑罚之消灭第四篇 保安处分论　第一章 保安处分之意义与沿革　第二章 保
安处分之基础　第三章 保安处分与刑罚之关系　第四章 台湾地区“刑法”上之保安处分　第五章 保
安处分之宣告与执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总论>>

章节摘录

　　刑法仅以高度有害之行为当中，具有得以刑罚制裁之行为作为对象，而此等行为称为“当罚的
（strafwlirdig）行为”。
行为之所以具有当罚性，乃由于该行为属于违反法秩序之行为。
不过，并非所有的当罚行为皆构成刑法学上之犯罪，唯有违反刑罚法规而被评价为“可罚的（strafbar
）”侵害行为，才构成刑法学上之犯罪。
换言之，国家根据谦抑主义之要求，仅从当罚行为中，抽取出真正有处罚必要之行为，当作“犯罪”
而科处刑罚，此等犯罪，即属于“形式意义之犯罪”。
　　“形式意义之犯罪”可分为，属于刑法解释学“刑法各论”及“刑法总论”之研究对象的犯罪概
念。
前者，即为个别化、抽象化、类型化之犯罪概念，或称“个别类型概念之犯罪”，如杀人罪、放火罪
、强盗罪、窃盗罪等概念，例如，A射杀B、C刺死D、E勒死F等行为，经个别化、抽象化、类型化之
后，皆归纳于一个个别化犯罪类型“杀人罪”当中的“杀人”之犯罪概念。
后者，乃由杀人罪、放火罪、强盗罪、窃盗罪、伪造文书罪、收受贿赂罪等刑法分则中，全部的各个
犯罪之共通要素所构成的犯罪概念，或称“一般概念之犯罪”，亦可称之为“具概括性的上位犯罪概
念”。
　　刑法总论当中，以分析、说明一般概念或上位概念之犯罪为任务的研究范畴，即犯罪论。
而对于一般概念或上位概念之犯罪进行分析、加以阐明，意义就在于明确界定“犯罪”与“非犯罪”
之类似现象间之界线，并赋予犯罪认定上之统一原理。
为达到此目的，乃以犯罪概念之体系构成、体系思考作为核心议题，而犯罪之体系性意义，即在于赋
予处罚与不处罚之根据，或称可罚与不可罚之理由。
其内容，详述于本章第二节。
在刑法中，仅以高度有害行为而具有可用刑罚加以制裁之性质的行为作为对象，　并称之为“当罚的
行为”。
当罚行为之成立，首先，以具有不法或违法性为必要，　亦即无论行为入主观上是否认识其行为之违
法，皆以该行为客观上违反法的命令　或禁止为必要，但行为仅违反法的命令或禁止，亦未必适合于
刑罚之制裁，例如，　精神病患者因精神病发作而杀人，将该杀人者收容于监狱，实毫无意义；其次
，　以具有责任或有责性为必要，亦即必须于社会通念之应报观念上，能就该行为而　非难行为人、
追究该责任，若不能对行为人加以非难，即对于行为人无非难可能　性，则不具有“责任”或“有责
性”。
当罚的行为，虽是违法且有责之行为，但并非一切的当罚行为皆可当作犯罪而处　罚之。
根据谦抑主义之要求，国家仅就当罚行为中真正有处罚必要之行为，以其　为犯罪而科处刑罚，此即
“可罚的行为”。
　一、意义　刑法上，一般概念之犯罪，指该当于构成要件之违法且有责之行为，亦即，“犯罪”必
须是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责任）等三种属性之行为。
可知，犯罪之构成，其要素有：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而“行为”是犯罪成立之
基本要素，此亦符合行为主义“处罚之对象乃行为”、“犯罪乃行为”之原则，至于犯罪成立之要件
，则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
犯罪构成要素，即成立刑法上之犯罪时所需之要素，而犯罪成立要件，则为犯罪　成立上所需之条件
。
　二、要素　（一）犯罪概念之第一要素：“行为”　犯罪，必须是“行为”。
　就如同谚语“思想是免税的”所示，凡是仅属于思想、人格等内在之事实，不能成为犯罪，不能成
为处罚之对象，此即行为主义“无行为则无犯罪”之原则。
因此，首先，犯罪必须是表现于外在之客观行为。
　　至于能成为刑法对象之“行为”，其意义及内容如何，则有不同之理解。
如后述之第二章“行为论”所示，本书采“社会行为论”之立场，主张“行为”是具有社会意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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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举止，不包括动物之活动、自然现象等，行为主体，即犯罪行为者，则以“人”为限。
　　（二）犯罪概念之第二要素：“构成要件该当性”　　犯罪，必须是该当于刑罚法规所规定之构
成要件之行为。
　　依罪刑法定主义之要求，任何当罚的行为，都必须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若不该当于刑罚法规所
规定之构成要件，则无法成为刑法上之犯罪，亦即现实之具体犯罪行为必须符合一定之法律上之类型
（定型），而该法律上之类型即为“构成要件”。
　　关于构成要件之意义，学说见解分歧，如后述第二篇第三章“构成要件论”所示，本书立场采“
人的不法二元论”之“违法行为类型说”。
　　（三）犯罪概念之第三要素：“违法性”　　犯罪，必须是具有违法性之行为。
　　“违法性”，即违反法秩序之性质。
法秩序是为保护法益而形成，因此，若无法益之侵害，则无违法性之存在，此种“无法益之侵害则无
违法性、无犯罪之成立”之原则，又称“法益侵害不可缺原则”或“法益保护原则”。
　　关于违法性之意义与本质，学说见解分歧，如后所述，本书立场指“结果反价值暨行为反价值二
元论”，亦即“人的不法二元论”，认为违法性之本质，就是脱离社会相当性之法益侵害或侵害法益
之危险。
此外，严格而言，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系指行为违反法，而不法（LInrecht）乃指违法行为本
身。
唯本书主张违法性即不法，不法即违法性，因为在刑法上并无区别违法性与不法之实质意义，故无区
别违法性与不法之必要。
　　（四）犯罪概念之第四要素：“有责性”（责任）　　犯罪成立，必须具备有责性（责任）。
无责任之行为人之行为，纵其行为具构成要件该当性且违法，亦不构成犯罪，不受刑罚之处罚；换言
之，行为人之行为，即便该当于构成要件且违法，若不具非难或无非难可能性，则不成立犯罪，不能
加以处罚，此即责任主义之“无责任则无刑罚”原则，例如“刑法”第18条第1项、第19条第1项之规
定。
　　关于“责任”（有责性）之意义与本质，学说上有不同之见解，如后述第五章“责任论”第一节
“责任之概念”中所示，本书立场采法的责任论，认为责任乃法的非难或非难可能性。
叁、犯罪之本质　　关于犯罪之本质，启蒙时期以后之欧洲，以von Feuerbach所主张的权利侵害说为
主流，即以权利之侵害作为犯罪之本质。
迈入20世纪之后，法益侵害说成为通说，以对于国家所保护之利益价值（Gut）之侵害或危险（即法
益之侵害或侵害危险）作为犯罪之本质。
而对于法益之概念，如Richar-d I_tonig（1890一）主张，应将法益当作立法目的而于各个刑罚法规中承
认之，或如Erich Schwinge-（1903一）主张，将法益视为刑法上解释与概念构成之指标，致使法益概念
产生重大转变。
　　至纳粹德国时期，则出现如Friedrich Schaffstein（1905一）之主张，以犯罪之本质，并非法益之侵
害，而是义务之违反，即以义务犯之概念掌握犯罪之本质，而全面否定法益侵害说之见解，至今则是
以行为反价值一元论，即人的不法一元论之主张重现。
　　战后德国之刑法学者}tans Welzel（1904—1977），以目的行为论为基础，提倡“人的不法”概念
，主张作为犯罪要素的“不法”，除应考量作为结果反价值（结果非价）之法益侵害之外，尚须考虑
与行为人相关联之人的不法之行为反价值（行为非价），从而极力展开所谓结果反价值暨行为反价值
二元论，又称为人的不法二元论或人的违法二元论，至今已形成通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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