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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评论》第24卷，是2009年出版的第一卷，本卷秉持追求学术前沿与推进刑事法治的编辑宗旨
，努力开拓刑事法理论的疆域，尤其是推动我国刑事法知识的转型，从而为刑事法治建设作出一份学
术贡献。
本卷的“理论前沿”发表了两篇论文。
张诚的《民国时期刑法主客观主义之争》一文，是民国刑法学史的一种探索。
民国时期的这段刑法学历史，正如作者所言，是一段被遗忘了的历史。
今天我们重新进入这段历史，还是颇有感慨的。
张诚以“刑法主客观主义”这样一个问题切入，为我们展示了民国刑法学理论的一个侧面。
刑法主客观主义是我国刑法学至今仍然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只不过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名义下掩盖了刑
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当然也与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相互接近与融合有关。
无论如何，刑法主客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对民国这段历史的重温，必将
对我们对刑法主客观主义的思考有所启迪。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是张诚的硕士论文，其搜集资料与提炼问题显然是费了功夫，因而是一篇优秀的
硕士论文，其导师周光权教授将本文推荐给我，十分感谢。
孙光宁的《“合理怀疑”的接受：辛普森案中的法律论证》一文，是对刑事诉讼法中法律论证方法论
的一种探讨，作者以“排阶合理怀疑”之“合理性”为线索，结合辛普森案做了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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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著作及选取理由　　三、主客观主义论争的展开　　四、客观主义的弱化及原因　　五、结论　“
合理怀疑”的接受：辛普森案中的法律论证/孙光宁　　一、开端：DNA“共识”的祛魅　　二、巩
固：“听众”对EDTA的疑惑　　三、确立：综合性论证方案的共同指向　　四、结语：法律论证价
值及其限度刑事程序研究　积极能否中立：刑事法官认证的能动性研究／陈如超　　一、刑事法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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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中立的平衡　刑事冲突解决的失衡与校正——被害人保护视角／朱桐辉　　一、困难的平衡：刑
事司法中的三对冲突　　二、冲突解决立场看现代刑事司法　　三、呼应还是背离：与刑法、民事诉
讼的对比　　四、自由主义的失真与男性视角　　五、方向与选择　　六、平衡与校正　试验与现实
之间——“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与辩护律师作用的扩大”项目报告／褚福民　　一、理论与现实的异
同：三种试验方案之分析　　二、访谈与调研的展示：对比组视角下的试验效果　　三、成果与忧虑
并存：试验效果的全面考察　　四、观察与思考的深入：对若干问题的理论分析　刑事再审制度的价
值模式／黄士元　　一、“法的安定性”与“法的公平性”　　二、西方国家刑事再审的价值模式　
　三、我国刑事再审的价值模式犯罪学研究　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整体性反思／王燕飞　　一、
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整体状况　　二、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犯罪学
基础理论研究的展望　阅读加罗法洛——以自然犯、法定犯理论为中心／米传勇　　一、自然犯、法
定犯理论的产生背景　　二、自然犯、法定犯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自然犯、法定犯理论的创新与
缺憾　　四、结语域外传　译域外视野学术随笔专题研究《刑事法评论》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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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前沿]民国时期刑法主客观主义之争 张诚一、引言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许多现在争论不休、是非莫辨的问题，在历史上可能已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并用事实给出了响亮的答案
。
历史的“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只对知识感到满足
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
”关于刑法主观主义、客观主义问题的争论，现在依然不绝于耳。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的基本立场》一书中，对学派之争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具体展开。
周光权教授在《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一书中对客观主义形成的哲学根基进行了深入剖析。
他们以德国和日本的历史发展经验为凭据，雄辩地指出客观主义是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我国当
前的客观事实。
本文力图通过对民国时期刑法学者关于主客观主义讨论的梳理，给出以中国经验为蓝本的答案。
然而我国的刑法学，被称为“无史化”的理论。
民国时期这段法学历史，曾经一度被遗忘。
对于这一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不能不说是遗憾。
自清末变法，我国步人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法治思潮激荡澎湃。
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制度，公派留学生研习西洋技术和文化，请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来中国把脉献
策；在手忙脚乱之中，中国完成了西方法制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植。
其间回转曲折，一言难尽。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吴经熊、蔡枢衡等大法学家，为中国法学的发展积累了第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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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法评论(第24卷)》编辑宗旨：意图倡导与建构以一种现实社会关心与终极人文关怀为底蕴的，
以促进学科建设与学术成长为目标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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