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法评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法评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197691

10位ISBN编号：7301197691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陈兴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2出版)

作者：陈兴良 编

页数：6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法评论>>

内容概要

　　《刑事法评论（第29卷）（2011）》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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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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犯罪构成外部的实质判断前文已经分析过，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包括两个部分：主
客观要素的总和；作为犯罪的一定的、具体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后者就是表现在主客观要素总和中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苏联1926年《刑法典》的规定可以发现，对行为的实质评价在构成外部也是存在的，主要是依据
犯罪实质概念的类推制度和《刑法典》第8条的规定。
犯罪的实质概念并不是直接发挥实质评价的作用，而是通过类推制度间接实现的。
笔者在前面分析过，犯罪实质概念为类推制度提供了法律根据，应社会危害性判断的要求，类推在刑
法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虽然类推的具体适用是在犯罪构成内进行的，而且其范围也仅限于行为这个具体的构成因素，但其根
源却是来自犯罪构成之外的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何以故？
犯罪构成的社会危害性是由犯罪概念所决定的，类推根据构成中的社会危害性启动，其根据就是犯罪
实质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
故此，笔者认为这是犯罪构成之外的实质判断之一，即犯罪的本质属性——社会危害性，其表现就是
类推的适用。
适用类推意味着对构成因素的修正，而不是以现存的构成因素为前提，笔者把那些以构成因素具足为
前提的实质评价作为构成内部的实质评价。
另一个外部的实质判断是《刑法典》第8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一个具体行为，在实施的时候，依照本法典第6条的规定是犯罪行为，但是在进行侦查
或法院审理的时候，由于刑事法律的修改或者社会政治情势变更的这一事实，已失去危害社会的性质
的；或者依法院看来，在进行侦查或法庭审理的时候，不能认为实施这种行为的人是对社会有危害的
人。
对这种行为并不适用社会保卫方法。
”对于这个规定，适用的原则是，必须首先确定“犯罪行为已经证实”，也就是说，确定具有犯罪构
成。
对于刑法第8条作为犯罪构成之外的实质性判断，笔者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影响刑事责任的外部条
件，因为从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内容来看，所有因素都是围绕着行为人的行为而存在的，而《苏俄刑
法典》第8条规定的是影响行为人行为性质的行为以外的事由，具体而言就是在变更了时间条件的情
况下对行为的再认识，类比一下关于时效性的规定就可以明白第8条的本质了。
该条的依据依然是社会危害性，只不过这个社会危害性不是犯罪构成内部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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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法评论(第29卷)(2011)》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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