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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三部分。
刑法绪论部分讨论刑法的基本概念、刑法理论的演变、刑法的基本原则与效力范围；犯罪论部分阐释
犯罪论体系、犯罪概说、犯罪构成及其要件、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及犯罪形态；刑事责任论部分论述刑
事责任的概念、原则，刑罚与非刑罚刑事责任措施，刑罚的裁量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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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将犯罪客体分为物质性客体与非物质性客体，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有利于我
们根据侵犯法益的不同形式，正确地定罪与量刑。
（1）犯罪的本质并非仅仅对有形的事物造成有形的损害，而是侵犯了整体上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
这种利益，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成为刑法上
的法益。
侵犯了这种法益，就可能成立犯罪，受到刑法的制裁。
通过将客体区分为物质性客体与非物质性客体，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犯罪的本质。
（2）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必须要看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即是否造成了严重
的危害社会的后果。
对于侵犯物质性法益的，就必须呈现出物质性结果，才能视为完成本罪。
如故意杀人罪，必须发生致人死亡的结果，才能成立本罪的既遂。
对于侵犯非物质性法益的，不要求呈现出法益被侵害的物质形态，即可以成立本罪的既遂。
如偷越国边境罪，尽管没有有形的法益侵犯形态，但是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3）对于某一犯罪处以何种刑罚以及处罚到何种程度，都依赖于对犯罪客体即法益的被侵害程度。
侵犯物质性法益的犯罪，可以通过物质性结果认定行为对法益侵犯的程度，如故意伤害罪，我们可以
根据对人的身体伤害的结果的不同，认定对健康法益的侵犯程度；侵犯非物质性法益的犯罪，由于没
有物质性的结果，因此它对法益侵犯的程度应以另外的方法衡量。
如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属于非物质性的法益。
对受贿罪法益的侵犯程度，就必须通过对行为实施的程度、受贿的数额、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等
进行衡量。
　　2.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　　简单客体又称为单一客体，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某一种具体的法益
。
如杀人罪侵害人的生命权。
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害了两种以上的法益。
如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不仅侵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国家的医疗器械
、医用卫生材料的管理制度，同时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犯罪现象复杂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新型犯罪更可能侵害
多种法益，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新罪名的犯罪客体经常发生争议，其原因就在于该犯罪侵害了多种法
益。
因此，加强对复杂客体的研究大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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