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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犯罪论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是一个众说纷纭、疑点丛生的问题，无论是犯罪概念和特征，还是犯罪
构成及其各个要件，抑或犯罪的各种形态以及犯罪的认定，等等，几乎没有哪一个问题是不存在争议
的。
由于刑法理论的博大精深，司法实践的云谲波诡，犯罪论更成为广大刑法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务人员
争相研究的热门课题。
因此，李永升同志撰写的《犯罪论前沿问题研究》一书，不仅为刑法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犯罪
论问题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与观点，也为司法实务工作者如何运用犯罪论的基本理论解决好司法实
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与方向。
　　作为李永升同志的研究生导师，通过仔细阅读书稿，我有以下几点观感，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是本书的立意较好。
它紧紧围绕一个主线，就是作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解决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如在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要件和要素两章中卓越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观点解决了犯罪
的概念、犯罪客体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这在当今的刑法理论研究工作者中的确难能可贵。
二是本书在诸多理论观点上打破常规，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
虽然同样是犯罪论的内容和结构，但是作者在很多问题上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比如，在犯罪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分类方面，作者通过对犯罪概念的多元透视、对犯罪基本特征的全
新演绎以及对犯罪分类标准的重新确立，从而对刑法理论上这一艰深的问题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分析与
探讨，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新观点。
又如，在犯罪构成的结构类型方面，作者在对各种不同犯罪构成分类进行详尽介绍的基础上，为避免
将犯罪构成的结构类型弄得过于复杂化，将犯罪构成的结构类型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
成、复杂的犯罪构成和消解的犯罪构成四个方面，从而形成了刑法学界独树一帜的“简单四分法”。
再如，在间接故意犯罪的研究方面，作者从间接故意犯罪的历史沿革入手，对间接故意犯罪的概念、
主客观机制、犯罪目的与动机以及间接故意的共同犯罪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理性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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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20年来关于刑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之呈现，该成果是对刑法学界前辈、同辈和后辈的研
究成果进行认真分析与梳理的产物。
全书共九章：犯罪概论；犯罪构成概述；犯罪构成的要件和要素；间接故意犯罪；无限防卫问题；故
意犯罪的结束形态；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犯罪认定。
本书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立意好，全书紧紧围绕一个主线，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解决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在诸多理论观点上打破常规，有独立的见解，具有开拓
创新的精神；三是在研究刑法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极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从而很好地解决
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疑难问题；四是全书内容基本涵盖了犯罪论的全部知识体系，结构严谨，写
作规范。
本书不仅是广大刑法理论工作者和刑法专业研究生从事犯罪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而且是司法实务工
作者和法学本科生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和扩大学习视野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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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伦理意义上赋予犯罪以特定的内涵，是研究犯罪概念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其道理就在于，对犯罪行为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还有一个道德评价问题，而且在一般
情况下，对犯罪行为的评价首先是一个道德评价问题。
只有在我们对某种行为做出是否道德的基础上，然后才能评判其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乃至其行为最
终是否构成犯罪。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意大利的犯罪学家加洛法罗就曾经指出：“犯罪是违反社会的怜悯和诚实二道德
情感的行为。
”他对犯罪概念所下的这一定义，其目的就在于使犯罪概念与某一时期特殊的条件与要求、某个立法
者特殊的观点相分离，从而在伦理意义上将犯罪行为所固有的属性抽象出来。
这一方面固有的属性就表现为怜悯和诚实这两种最基本的道德情感。
另外，荷兰的犯罪学家赫尔曼纳斯·比安基也从伦理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即犯罪是一种有
罪孽的、受到伦理谴责的、挑衅性的错误行为。
此外，有关犯罪的伦理概念，还有如下一些表述，如有人认为犯罪是出于不道德的动机而实施的不道
德行为，犯罪的本质就在于犯罪人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而实施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
所有的上述概念，都从道德上给犯罪的含义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从以上几种比较典型的犯罪的伦理概念所揭示的内容来看，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一般来讲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犯罪是一种出于不道德的动机所实施的不道德行为。
这一观点首先向我们表明，犯罪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出于不道德的意图，在客观上则
是实行了不道德的行为。
这种主观上的不道德意图，一般是在行为人不道德的动机直接推动下形成的。
而促使行为人将不道德的意图付诸不道德行为时，行为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对于其犯
罪的最终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犯罪是违背人类所固有的怜悯与诚实这两种情感的行为。
怜悯与诚实，作为伦理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所具有的两大基本要素，其中怜悯代表着人性善的一面，而
诚实则代表着人性忠的一面。
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两大道德法则。
例如，有关杀害无辜的行为，就违背了怜悯这一道德情感；而有关欺诈性行为，则违反了诚实这一道
德情感。
由于这两种道德情感是人类本身所固有的，因此任何伤害这两种情感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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