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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基本解决了刑法理论研究中的各项根本问题后,作者及时地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填补、
整合,在本书中,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对诸多基本问题的立场,如坚持客观主义立场,提倡结果无价值论,在
刑罚论方面站在并合主义的一边,细致地阐述了自己对刑法学理论中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同时呼吁
学界同仁确定各自的学术立场,以求得彼此间的学术之争,从而推进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走向深入或更高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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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楷，1959年生，湖北仙桃人。
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
曾是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客员研究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和中南
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独著《犯罪论原理》（1991年版）、《刑事责任论》（1992年版）、《刑法的基础观念》（1995年版
）、《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1995年版）、《刑法学》（1997年第1版、2003年第2版、2007
年第3版）、《未遂犯论》（1997年版）、《刑法格言的展开》（1999年第1版、2003年第2版）、《外
国刑法纲要》（1999年第1版、2007年第2版）、《刑法学（教学参考书）》（1999年版）、《法益初
论》（2000年第1版、2003年修订版）、《刑法的基本立场》（2002年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2004年第1版、2011年第2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刑法学》（2006年版）、《诈
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2006年版）、《刑法学教程》（2007年第1版、2010年第2版）、《罪刑法
定与刑法解释》（2009年版）、《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2010年版）、《全国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指定教材。
刑法原理与实务》（2010年版）、《刑法原理》（2011年版）；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1版、2006年第2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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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就是说，具体的事实及其涵摄问题的存在使得一条法律规范的涵义空间只能通过与这一事实相结合
才能被评价和精确化。
这种情况下，‘在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内新的，事先未曾预见的事实的出现’可能会引起法律概念的
发展。
”①换言之，刑法是在以固定的文字表述应对变化的生活事实，刑法适用者不可能改变生活事实，只
能不断发现固定的文字表述的新的含义。
刑法的固定表述又是正义的文字表述，刑法适用者不能放弃正义，只能对刑法条文做出符合文理与正
义的解释。
活生生的正义在不同的案件中表现为不同的要求，刑法适用者面对每一个新的案件都必须通过新的解
释实现正义的要求。
所以，任何一种解释的正确性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
在国外，对于某个问题而言，50年前采取肯定说、30年前采取否定说、10年前采取折中说、现在重新
回到肯定说或者否定说之类的现象，并不罕见。
解释者每时每刻关注的问题应当是，哪一种解释“现在”是正确的。
换言之，现在是合理的解释，在过去完全可能是不合理的；反之亦然。
这正是刑法永远需要解释的原因。
有的国家刑法制定了上百年（如日本），百年来，无数的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解释刑法；
而且，只要该刑法没有废止，还将继续解释下去。
所以，一部刑法典存在一百年，就需要解释一百年；实施一千年，就需要解释一千年。
概言之，法律条文的含义总是在不断变化，各种学说并非永远正确或者永远错误。
任何一种解释结论的正义性，都只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特定的生活事实而言，生活事实的变化总是
要求新的解释结论。
但是，之所以产生司法解释，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法理论对某个问题有争议，下级司法机关不知道适
用哪一种理论，于是由司法解释确定一种“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样做的结局必然是导致刑法的含义固定化、封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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