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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是《刑事法评论》第20卷，也是《刑事法评论》出版十周年。
本卷在“刑法知识论研究”栏目中发表了三篇文章。
刑法知识论是近年来较受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也是刑法学在知识论上的一种自我反思，它对于促进
刑法学科的理论成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商业贿赂研究”栏目中发表了谢静的《商业贿赂研究：竞争法和刑法的双重视角》，商业贿赂是
当前刑法分论的重要犯罪，也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
在“刑事程序研究”栏目中，发表了陈永生的《刑事程序中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一文，涉及刑事诉
讼法与宪法的关系问题。
在“刑事法史研究”栏目中，发表了黎敏的《西欧刑事司法的两种传统与晚近变迁》一文，在文中作
者提出了比较司法史的概念，这在以往也是不多见的。
在“域外传译”栏目中，德国学者托马斯·魏根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比较法评述
》一文，以一个德国学者的眼光打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其结论对我国学者是有借鉴意义的。
“专题研究”仍然是本卷的重头戏， 其中发表了高洁的《过失犯罪实行行为研究》一文，从实行行为
的角度对过失犯罪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路径上是有所突破的。
本卷的压轴之作是宋健强的《国际刑法哲学：形态、命题与立场》一文，作者在本文中提出了“国际
刑法哲学”的命题，并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对于提升国际刑法学的哲理化程度来说，这是一种值
得肯定的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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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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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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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编絮语刑法知识论研究  “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的产生、嬗变及其整合——以“权力—
学科—知识”理论考察刑法知识形态的尝试    一、“权力—学科”规训之下的知识生产    二、“权力
—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知识的产生    三、“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知识的分立、整合及
其路径    四、结语  刑法知识论的体系性反思    一、刑法知识论的诠释和规范化    二、刑法知识论之体
系性展开    三、刑法知识论的目标    四、刑法知识论下我国刑法定位问题反思    五、结语：追寻正义
的内核  刑事一体化的方法论解析——对一个注释范本的检视    一、“犯罪研究”的注释范本分析    二
、两门学科研究的是同一个犯罪吗?    三、前犯罪学科与犯罪后学科    四、学科疆域的界定    五、学科
属性的冲突    六、注释法学的功能解析    七、注释的背后    八、结语商业贿赂研究  商业贿赂研究：竞
争法和刑法的双重视角    一、引言    二、商业贿赂的竞争法研究    三、商业贿赂的刑法研究    四、结语
 反商业贿赂犯罪立法评析    一、商业贿赂的刑法界定    二、商业贿赂的国际比较    三、商业贿赂的立
法构想刑事程序研究  刑事程序中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二、刑事程序中公民权利宪
法保护的制度安排    三、刑事程序中公民权利宪法保护的理论根据    四、中国刑事程序中公民权利宪
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五、中国宪法对公民刑事程序权利不太重视的历史根由    六、中国现行宪法对公
民的刑事程序权利关注不足的当代原因    七、结语  宪政视野中的刑事被告人公开审判权研究    一、刑
事被告人公开审判权的内涵与宪政价值    二、刑事被告人公开审判权及其例外规定    三、公开审判的
过度扩张问题    四、中国公开审判作为刑事被告人程序基本权的定位问题  辩诉交易中国化的理论与现
实考量    一、控辩协商概念的提出    二、辩诉交易在域外产生与发展梗概    三、域内外辩诉交易的理
论之争    四、辩诉交易在中国的理论与现实考量    五、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构建方略    六、中国控辩协
商制度构建下的刑事审判程序改造    七、结论  控权与授权：对刑事警察权的体系化考量    一、引言：
警察权与“控权论”    二、警察权的属性：历史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双重考察    三、对我国警察权
的系统评价    四、警察权分配、制约机制中的“平衡论”：西方国家的经验    五、对我国刑事警察权
问题的初步反思    六、余论刑事法史研究  早期管制运作机制研究    一、管制刑沿革小考    二、以华东
为视角    三、早期管制刑的面目    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法律虚无主义    五、式微的管制    六、从管
制到社区矫正  西欧刑事司法的两种传统与晚近变迁——一个比较司法史的视角    一、引言    二、对抗
制与纠问制：西欧刑事诉讼的两种传统    三、“迈向欧洲刑事诉讼模式”：融合趋势下西欧刑事诉讼
的发展趋势域外传译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比较法评述    一、根据    二、程序的法定性 
  三、诉讼参与人及其任务    四、侦查与起诉的职责    五、审判程序中的诉讼基本原则    六、结论  论禁
止类推解释与刑法解释的界限    一、序言(课题的设定)    二、禁止类推解释的意义    三、禁止类推解释
与目的论的解释    四、解释方法的顺序    五、刑法解释的界限    六、结语专题研究  犯罪对象问题研究  
 一、犯罪对象的界定    二、犯罪对象的范围与分类    三、犯罪对象与相关范畴的关系    四、犯罪对象
与刑罚适用    五、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地位的重构    六、部分犯罪的犯罪对象分析  过失犯罪实
行行为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二、过失实行行为在西方的理论沿革    三、过失实行行为在中国的研
究必要    四、过失实行行为的界定可能    五、过失实行行为的相关问题  德国的不能犯理论及对我国的
启示    一、引言    二、德国不能犯理论的产生    三、德国不能犯理论的发展    四、德国不能犯理论的现
状    五、余论：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启示  中止犯自动性研究    一、德国的学说及其评析    二、日本的学
说及其评析    三、法国的学说及其评析    四、我国的相关学说及评价    五、规范的判断标准之提倡    六
、中止自动性认定的具体问题  刑事推定研究    一、推定的概念分析    二、推定的合理性论证    三、推
定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四、事实推定的有效规制：事实推定规则的确立  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宽容精
神——再说“严打”    一、“严打”及其问题    二、“严打”与宽容    三、民意与理性    四、理想与现
实    五、刑事法治视野下宽容精神的实现  国际刑法哲学：形态、命题与立场    一、“国际刑法哲学”
论题的提出    二、国际刑法学的知识形态与价值论    三、哲学、刑法哲学、国际法哲学与国际刑法哲
学的界定与关联    四、法治、国际法治与国际刑事法治的界定与关联    五、国际社会、国际公共法律
秩序与国际刑事秩序的界定与关联    六、主权、国家性、人权与国际刑事法治的界定与关联    七、大
国政治、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治    八、刑事政策、国际刑事政策与国际刑事法治的界定与关
联    九、文明、人性、主义与国际刑事法治的界定与关联性《刑事法评论》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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