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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要想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就必须采取一种反思的态度，回归历史。
学术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将我们的目光吸引到过去，而是要使我们面对将来。
我国的刑法学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知识转型，只有完成这一转型，我国刑法学才能在一个新的起点向前
发展，才能在一个新的平台向上提升。
刑法关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甚至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国家兴，则刑法兴
国家亡则刑法亡。
因此，刑法的兴亡刑法学的兴亡，是与国家兴亡、民族兴亡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学的学术史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只有在这个高度，我们才能获得某种历史感，并将这种历史感注入刑法学的学术史。
陈兴良编著的《刑法的知识转型》是陈兴良教授关于刑法的知识转型之学术史的研究成果，对于拓展
我国刑法学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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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1957年3月生，浙江义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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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提出转化犯的概念，并将转化犯界定为是指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某一种犯罪
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为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并应当依照后一种犯罪定罪量刑的犯罪形态。
从以上转化犯概念提出的背景来看，是从准犯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包含了准犯，但又不限于准犯，而
包括刑法规定的对某一犯罪行为依照另一条文另一犯罪论处的所有情形。
转化犯概念提出以后，得到我国刑法学界的呼应，并引起了一些学术争鸣。
例如，转化犯是否必须因此罪向彼罪转化，我国学者提出不同见解，认为违法行为也可以转化，由此
而将界定转化犯，指出：　　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
过程中，由于行为者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转化为严重的犯罪。
　　以上观点提出的背景是在转化型抢劫中，盗窃、诈骗、抢夺并不一定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犯罪
就可以转化。
转化犯包括从违法行为向犯罪的转化，能够涵括上述情形，这是具有合理性的。
当然，如果把转化犯限于对准犯的解释，尤其是包含从违法行为向犯罪的转化，那么转化犯就只具有
对个别条文解释的意义。
而我最早提出，就转化犯的本意而言，应该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因而属于罪数形态论。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拟制的转化犯是否属于转化犯？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对于准犯与转化犯的关系，我作了以下论述：　　转化型准犯虽然是从此罪向彼罪的转化，但我们认
为仍不能将其归之于转化犯的范畴。
这是由准犯与转化犯两种立法例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因而有必要加以区分。
准犯的性质是对不完全符合标准犯的犯罪通过立法推定以标准犯论处，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某些似是
而非的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而转化犯的性质是对实施此罪时出现超出这一犯罪的主客观构成事实，而完全吻合彼罪的构成要件，
从而以彼罪论处的情形。
从构成上来说，准犯是一行为，这一行为虽然符合此罪的构成，但不完全符合彼罪的构成，法律推定
以彼罪论处。
因此，准犯往往发生在两种具有罪质的递进关系的犯罪之间。
而转化犯则是二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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