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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现代刑法学研究，从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正好历时三十年。
三十而立，不仅对于一个人来说三十岁是事业有成的时候了，而且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三卜年也应当迎
来成熟的季节。
可以说，我国刑法理论是伴随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的，是跟随着刑事法治水平的
提升而不断深化的。
在各部门法学科，刑法学科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的一个学科。
以人才而言，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刑法学人老中青三代正好形成了一个学术梯队。
老一辈刑法学人以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储槐植教授等为代表，以1979年刑法颁布为契机，在我
国刑法的学术复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我国的刑法学术在中断了二十多年以后得以薪传，历史功绩
不可磨灭。
现在，老一辈刑法学人均已是古稀、耄耋之年，仍然以一种老骥伏励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为推进我
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而不遗余力发挥余热，其志可嘉。
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作为法制恢复重建以后的第一批法科学生，赶上了法学事业的黄金季节。
以我为例，足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建立学位制度以后的第一届硕士生，设立刑法博士点以
后的第一届博上生。
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我们占有天时地利，逐渐成长起来。
以1997年刑法修订为标志，我们进入了刑法的学术舞台，逐渐成为主角。
转眼之间，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已经年过半百，回想起十多年前还被人称为后起之秀，感觉真是岁月
催人老。
我高兴地看到，比我们更为年轻的一代刑法学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他们的思想之开放、视野之开阔、方法之先进，都要超过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已经展现出其学术魅
力。
正如季节变换，学科发展也是有其规律的。
学术的更替、思想的嬗变使新一代刑法学人以一种新锐的态势脱颖而出。
作为过渡的一代刑法学人，我们承前启后，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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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对于专门术语的解释应当与专门领域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专业领域的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
，刑法上的这一专业术语原则上应当同步变化。
这是一般规则。
但是，在信用卡一词的刑法解释上，尽管专业领域的行政法法规规定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刑法分析体
系内进行合理解释的结果是，必须继续延续以往的刑法适用历史上的广义解释，这并没有使刑法显得
荒谬，而恰恰更符合逻辑、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需要。
　　及至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
释》，该立法解释指出，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
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
可以说，立法解释的规定与新久教授的解释在结论上是一致的。
我们不能轻易地得出结论，说立法机关采纳了新久教授的观点，即使立法解释与新久教授的解释相左
，我们也不能说新久教授的解释就一定错误。
这种不以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作为判断刑法观点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的观点，是我一直所坚持的，关
键是理论本身是否能自圆其说、站得住脚。
从对信用卡一词的刑法解释上，我们可以看到新久教授的睿智。
面对司法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是新久教授的学术追求，也是对本书书名的最好诠释。
《刑法的逻辑与经验》一书是新久教授以往发表的论文的结集，也是一种学术总结与清理。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曲新久教授过去20年的刑法学理论研究的轨迹。
我相信，这一学术轨迹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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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总论　　1．试论刑法学的基本范畴　　二、刑事责任与犯罪和犯罪人　　刑事责任既
是对犯罪行为、也是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但二者并不是等同并列的。
刑事责任首先是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其评价和谴责的核心内容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然后再进入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其否定评价和谴责的核心内容是犯罪人的“人身危
险性”，从对犯罪行为到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刑事责任深化过程的最基本内容。
刑事责任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而产生，亦即刑事责任由犯罪所导出，刑事责任在这
时表现为一种回顾责任，即对已然之罪的否定和谴责。
刑事责任的产生和存在以犯罪行为为根据，但刑事责任的深化和发展，又要以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为
目的，因而具有展望未来的功能，也就是说，刑事责任是否应当进一步深化为具体的社会防卫措施（
主要是刑罚），以及深化为具体怎样的社会防卫措施，则必须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主要是其人身危
险性，即再犯罪的可能性，进一步作出评价。
　　应当指出，刑事责任对犯罪评价的核心是社会危害性，但这种评价必须以刑事法律的规定为标准
进行，这便构成了犯罪的刑事违法性。
这样，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统一于犯罪概念之中，从而使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成为形式定义与
实质定义，法律定义与社会定义的统一，所以，尽管在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给犯罪下各种各样的定
义，例如，我们在研究犯罪构成时可以说，犯罪是具备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行为，但是如果从整个刑
法学的高度上讲，犯罪应当是指违反刑法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事责任对犯罪人评价的核心是人身危险性，但是也不能忽视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之外的能够对实现刑
事责任产生影响的犯罪人的心理特点、性格特征等犯罪人的个人中性特性。
人身危险性对刑事责任的轻重，从而对刑罚的轻重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而个人中性特性，并不对刑
事责任的轻重，进而对刑罚的轻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适用刑罚的过程中，犯罪人的个人中性特性
，对于采取具体怎样的方式方法教育和改造犯罪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所以，在犯罪概念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范畴，在犯罪人概念中，人身危险
性与个人中性特性是相互关联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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