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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刑法发挥着保障人权与保卫社会的重要功能，扮演着事关社会稳定与文明发展的
重要角色。
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立法、司法及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现代法学
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部门法学。
在新中国法学60年的发展进程中，刑法学的研究历来较受重视。
尤其是自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阶段以后，在新中
国1979年颁布第一部刑法典和1997年颁布经系统修改的现行刑法典而奠定了较为完备的刑法立法基础
的背景下，在中共十五大提出和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之新形势下，刑法
学研究在我国法学研究的全面繁荣中迅猛发展、长足进步，在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完善
立法、促进司法和对外交流诸方面均可谓成绩斐然、贡献卓著，从而成为我国法学领域中公认的较为
发达的主要学科之一。
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刑法学研究也面临着挑战与发展机遇并存的局面。
当此之际，全面、客观地检阅、总览我国刑法学研究6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准确地了解与把握
既往刑法学研究中的热点、难点及争议问题，从而科学地分析与展望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对于
我国刑法学研究的继续开拓和深入，对于我国刑事法治的改革与完善，乃至对于我国整个法治建设和
社会的进步，都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在多年来一直注意分析和总结我国刑法学研究发展情况并且积累了较为系统的资
料与著述的基础上，曾于十余年前编著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以下简称《研究历程》）一书
，并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于1999年2月出版。
该书问世后，由于其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问题鲜明、重点突出等特点，受到理论界和实
务界的广泛欢迎与好评，尤其是成为了学习、研究刑法者的重要参考书，市场多年前早已售罄。
考虑到读者的需要，特别是考虑到《研究历程》面世后十余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进展情况需要增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编著工作，我们在《研究历程》的基础上，编著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60年
》一书，并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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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力图客观、全面、系统并较为翔实地介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第
一部刑法典颁行30年间，我国刑法学研究产生和逐步发展完善之历程的学术研究资料书、参考书。
分为上、下两篇，各30章，共计60章。
上篇为“全国刑法学理论研究之演进”，前两章比较概括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40年，主要是到1985
年间刑法学研究的情况，第三章 起主要是逐年反映了自1986年以后刑法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其中也有
几章阶段性或整体性反映了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发展情况。
下篇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之进展”，大多是针对当年刑法学研究会研讨情况的综述，可以
说较为全面地涵盖和反映了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成立25年间学术研讨的历程及热点、难点和重点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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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铭暄，男，1928年生，浙江玉环人。
195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
195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改为法学院）任教，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
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法学组召集人，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
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
会职务。
曾自始至终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并且参加了国家立法机关主持
的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研讨工作暨多年来的有关刑法立法工作，多次参与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刑事司
法解释的研讨、咨询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
代表性著作：《高铭暄自选集》（2007年），《刑法肄言》（2004年），《刑法问题研究》（1994年
），《刑法学原理》（主编，39本，1993-1994年），《刑法总则讲义》（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198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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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全国刑法学理论研究之演进　　第一章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四十年（1949-1989）　　一
、新中国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
和刑罚的科学，是法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
　　我国刑法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我国人民和司法机关长期同犯罪作斗
争的丰富经验，并批判地借鉴其他国家刑法学中对我们有益的经验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我国刑法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法律科学，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表明为维护人民民主专
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阐明刑法规范和评定刑法制度的作用，始终从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
出发。
其次，我国刑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刑法学，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深刻揭示刑法以及犯罪和刑罚的本质，坚持总结实践经验，并善于吸收
前人创立的一切合理和有益的文化遗产，从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49—1956）　　从1949年到1956年，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学的创建和初步
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各政法院系第一批开设的课程中，刑法学即占有重要的位置。
不过最初几年的刑法学课程，内容以学习苏联刑法学为主，结合讲授个别的中国刑法专题。
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苏联1948年、1952年版本的刑法学教科书，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借
鉴苏联社会主义刑法学的研究成果，颇有裨益。
这个时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及随之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使刑法学者
对反革命罪和贪污、贿赂等犯罪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60年>>

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中国刑法学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圈的成立和发展已走过60周年。
孔子日：“六十而耳顺。
”这是讲60岁的时候个人修养已臻成熟阶段，能够兼容和善纳不同的思想观点，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
和评价自己，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事同此理，认真检视新中国刑法学60年的发展历程，科学总结其经验得失，不仅是新中国刑法学发展
成熟的应有内涵，而且对于把握中国刑法学未来所蕴涵的发展契机，迎接新的挑战，努力开创我国刑
法学研究的新局面，加速我国刑事法治的完善，乃至推动我国整个法治建设和社会的进步，无疑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高铭暄教授　　站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门槛上放眼未来，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可谓任重道远，
刑法学研究应当奋力前行。
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向纵深推进，新情况、新问题也将在刑事法治实践中不断涌现。
对此，刑法学者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有效地开展研究，为努力开创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新
格局，为国家刑事法治建设和法治的昌明贡献力量。
同时，刑法学者不能仅仅局限于为刑事法治建设提供思想资源，还应当身体力行地参与推动刑事法治
建设的实践。
　　——赵秉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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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60年》是一部力图客观、全面、系统并较为翔实地介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60
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第一部刑法典颁行30年里我国刑法学研究逐步发展、完善之历程的学术研究资料书
、参考书。
希望《新中国刑法学研究60年》的出版会对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回顾总结、反思检讨及继续开拓与繁荣
发展，对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司法实务工作者以及青年学子研究刑法学的理论与实务问题，提供参
考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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