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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蒋浩先生为其组织出版的《司法法学》丛书邀我作序，我欣然命笔。
之所以“欣然”，是因为我对“司法法学”这个概念或日命题感兴趣，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因而有话想说。
去年，强世功教授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立法者的法理学》，其中第一章是“迈向立法
者的法理学”。
收到强世功的赠书，我很自然地从“立法者的法理学”联想到是否也存在“司法者的法理学”？
由此又联想到从“统一的法理学”是否会走向“分化的法理学”。
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法理学，实际上也是法学的发展方向。
对于强世功的“立法者的法理学”命题中的“立法者”一词，是不能望文生义的，因为在该书中，强
世功明确指出：“立法者的法理学”绝不是目前流行的“立法学”，这里所说的“立法者”也不是现
代法意义上的法律制定者（law—maker），而是古典意义上创造政体的立国者或者立法者（legislator）
。
在这个意义上的“立法者的法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学或者政治哲学。
强世功是把“立法者的法理学”与“法律人的法理学”相对应的：“法律人的法理学”是在法律之中
研究法律，是对法规范与法技术的研究。
而“立法者的法理学”思考的不是仿佛自足的法律秩序，而是法律秩序作为其有效组成部分的政治秩
序。
它从法律世界出发重返到法律世界，并由此来理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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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涉及刑事审判中遇到的系列有关刑法总则和分则的问题。
这些问题均来自下级法院的请示，或者办理案件中最新遇到的难题，是刑事法学界和刑事司法者关注
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本书围绕这些热点、疑点，以相关案例为背景，从理论上展开分析和思考。
其中，总则部分包括死刑的司法控制与裁量、立功、自首、罪数形态、结果加重犯、减刑、共同犯罪
中止等方面的若干适用问题；分则部分主要包括盗窃罪，保险诈骗罪，非法经营罪，侵占罪，故意伤
害罪，转化型抢劫罪，侵犯著作权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个罪适
用中的系列问题，此部分从案例出发，围绕案例涉及的理论问题展开分析，提出可供审判实践参考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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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树德（善若水，邵新），男，1970年10月生，湖南新邵县人。
1990—2000年就读中围人民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硕十、博士学位。
2000至今，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刑一庭、研究室工作，曾于2003年12月至2005年6月借调中央
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曾于《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刑事法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独著
《行为犯研究》、《罪状建构论》、《绑架罪案解》、《宪政维度的刑法思考》、《政治视域的刑法
思考》、《死刑片论》等十余部；合著《规则如何提炼》、《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罪适用解析》、
《在大案要案的背后》等五部；参著《刑事法总论》、《罪名指南》等二十余部。
　　于同志，男，1975年5月生，安徽蒙城县人。
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2002年至今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工作。
曾于《政法论坛》、《法学》、《人民司法》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合著《经济犯罪新型疑难案
例判解》、《经济犯罪疑案精析》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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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界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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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关于刑事法治建设的若干思考①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联性思考，时下无疑成为法律人关注的又一
个热点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我们所
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既然“民主法治”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就有必要深入研究“民主法治”是什么
、“民主”和“法治”是什么、“民主”和“法治”又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有必要探讨
“民主法治”与其余几个特征之间是什么关系。
基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法律人自然会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
在此，拟仅就如何激活宪法与善待刑法来彰显法治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谈些不成熟的见
解。
（一）法治需要激活宪法法治是什么，法治具备哪些特征，直至目前仍然没有完全统一的答案。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法治具有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
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即普遍守法与制定良法。
宪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的核心法律，制定得是否良好，是否得到普遍遵守，无疑是法治存否的根本
。
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法治就是宪法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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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这些话语大家均感觉比较熟悉。
作为身在法院从事实务工作同时又有点理论兴趣者，可能又有些别的体味。
尽管“理论话语与司法实践两张皮”的论断或许有些夸张，但基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法学研究多少缺
少实证的成分，特别是源于具体司法实践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不足，那是客观的事实。
随着我国法治事业的逐步推进和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研究的逐步深化，司法实务部门逐步出现了“学者
型群体”，对应于“理论法学”（以专门从事法学研究者为主体）的“司法法学”（“应用法学”、
“实践法学”的称谓似乎意味着其不够“理论”）也已浮现。
2007年隶属于中国法学会的审判理论研究会和检察理论研究会的先后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司法
法学”兴起的回应，同时也必将促进“司法法学”的发达。
近年来，我本人虽然不能像科研部门工作者那样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但也一直在充分利用挤出的时间
多看书，多用脑，勤动手，极力延续那份学术热情，并维系二十几年象牙塔生活所形成的对知识王国
的那份憧憬。
按照陈兴良教授的观点，从本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吸取经验，对其加以理性的考察，形成某种
刑法的经验性、实践性知识，这是刑法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我们的刑法研究应当面向立法与司法的实践，面向刑事法治建设的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①此次有机会与志同道合者于同志博士合作，共同关注、记录和思考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吾身心愉
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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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审判前沿问题思考》主要涉及刑事审判中遇到的系列有关刑法总则和分则的问题。
这些问题均来自下级法院的请示，或者办理案件中最新遇到的难题，是刑事法学界和刑事司法者关注
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这是《刑事审判前沿问题思考》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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