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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探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合理性生科学性的理论学术著作。
作者对一些重大的刑法基本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作了详细的理论阐述。
书中阐述了刑法确立基本原则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在我国建立公正、公平的刑事法律关系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通过对犯罪构成的定罪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对犯罪构成进行重构的设想；通过对一次笼统
量刑方法的剖析，提出了确立二次性复合量型方法的构想；并对刑事立法的现状进行了考察，提出了
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途径，等等。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理论联系实际，适合刑法理论的专业研究者、大专院校法学专业的师生
和刑事司法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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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兴培（又名杨新培），1955年9月出生，上海人。
198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6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学位。
1986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刑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曾在与《中国刑法学教程》、《刑法概论》、《刑法原理与司法适用》、《新刑法学专论》、《犯罪
学大辞典》等多部著作的撰写，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等国内法学专业刊物上发
表法学论文100多篇，多项科研项目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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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章                     现代刑法的核心一一刑事法律关系    人们在其社会活动和社会生
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社会关系。
当这种社会关系一旦进入某一方面特定的法律规定领域并为该法律所调整时，就成为某一方面特定的
法律关系。
在法制社会中，几乎每一种法律都无不规定和调整着某一方面特定的法律关系。
然而，在现有的整个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中，我们却发现刑事法律关系这一应当占有举足轻重的问题
至今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在众多的刑法学教科书中还没有一席安身之地。
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刑法学的缺憾。
同时，这也足以表明，刑事法律关系问题是一个刑法理论亟待研究釣重要课题。
第一节  刑事法律关系序说    每一种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法律关系都是某一方面特定法律调整的对象，
法的作用就是通过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实现的。
这一法学基本原理在各种法学理论中俯拾即是。
    在民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
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据此，民事法律关系被视为是由民事法律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社会关系。
民法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中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无不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民事
法律关系在全部民法理论中居于统帅的地位。
①在经济法上，经济法律关系被视为是由国家经济法律所调整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
组织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在行政法上，行政法律关系被视为是由国家行政法律所调整的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刑法调整的对象就是刑事法律关系。
    刑事法律关系作为刑法调整的对象，是刑法理论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深入研究刑事法律关系，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刑法的全部规定内容，帮助我们探求刑法的本质性和社会
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刑法调整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刑事法律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这在刑法理论界有着
不同的理解。
一日保护关系说，此说认为刑法是通过对多种社会关系的保护来实现其调整功能的，刑法的调整对象
也就是刑法通过刑罚方法来保护的那些社会关系。
①二日罪刑关系说，此说认为犯罪和刑罚构成了刑法的基本内容，罪与刑的矛盾，是刑法发展的主线
。
个人与社会的这样一种冲突关系，表现在刑法中就是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罪刑关系应当是刑法的
基本问题，也是刑法的调整对象。
②三日冲突关系说，此说认为犯罪本身意味着实施犯罪行为，由于其危害社会的行为，与社会的代表
一一国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犯罪所反映的，都是犯罪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关系，刑法正是专门为调整这种冲突关系而制定的。
③    上述三种观点都涉及到刑法的调整对象，但都没有提到刑事法律关系本身，抑或这些观点都把自
己的内容等同于刑事法律关系。
然而,这些观点是否已经揭示了刑法调整的对象和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以及应有内容，在我们看来是值
得商榷的。
     一、对“保护关系说”的评说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刑法都是通过对侵犯统治者统治关系的犯罪 行为
的惩罚而保护有利于统治者的各种社会利益(某种意义上也可指社会关系)，正像刑法具有的惩罚功能
一样。
但这种保护活动实际上是刑法的应有功能，而不是刑法本身调整的对象。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必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是由某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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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体在进行社会活动时与他人结成的。
一定的社会关系一旦进入某一特定的法律领域，就可以为这种法律所确认，并为这种法律所调整，进
而上升为一定的法律关系或政治关系。
但是进入法律领域的某种社会关系，不一定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
在惩罚性的法律中，国家通过立法活动规定，对所有侵犯有利于统治者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利益的行为
予以惩罚，以保护或恢复被违法行为所侵犯的某种社会关系，但这种侵害主体与被侵害主体之间发生
的社会关系，已不是惩罚性法律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
刑法属于惩罚性的法律，刑法所要惩罚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虽然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但是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已经和一定的人相联系结成了
一种新的社会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可以为刑法所规定，为刑法所调整，但却不是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把刑法规定和调整的刑事法律关系说成是被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不仅无法揭示刑事法律关系的
本质和内容，而且也根本无法科学地界定不同法律的调整范围。
因为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法律，无论从其立法精神还是在其司法活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在保护着有利
于统治者的那些社会关系。
把通过刑法规定和调整的某种刑事法律关系所要保护的那些社会关系看成是刑法本身调整的社会关系
，势必把其他法律规定和调整的社会关系统统看成是刑事法律关系，从而会混淆刑法与其他法律的区
别。
    二、对“罪刑关系说”的评说    犯罪与刑罚构成了现代刑法的全部内容，一部刑法解决的问题就在
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对这种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如何给以刑罚的惩罚。
但是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构成犯罪与处予刑罚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内容，它们本身之间并不是一种社
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
尽管我们承认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而进行的斗争，刑罚是社会为了防卫自身生存条件而采
取的一种手段。
但是，犯罪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主体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所表现的行为，并不是与刑罚这一法律规定发生
社会关系的；而刑罚作为国家用以制裁犯罪的一种手段，也不可能与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发生社会关系
。
事实上，犯罪不过是犯罪行为人与某一特定的人发生联系结成某种社会关系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刑罚
不过是刑法(或者是国家)调整犯罪这一社会现象所蕴含的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制裁手段。
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罪刑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由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依据罪刑相应关系而存在于刑法
之内的一种协调关系。
那么得出这一结论是否会发生抹杀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而进行的一种斗争，刑罚是社会为
了防卫自身生存条件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一刑法的本质问题呢?我们认为根本不会。
犯罪的本质和刑罚的本质同时揭示和印证着刑法的本质，而作为刑法调整对象的刑事法律关系反映的
是一种由哪些社会活动主体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两者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法理范畴。
刑法的这一现象其实早在一般法学理论中得到了证实。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不过是由民事法律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一种社会关系。
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同样会存在着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国家为了调整这种业已
存在的社会关系，同样需要通过追究民事责任而给予侵权人以一定的民事法律制裁，以保护被侵权人
一定的合法权益。
但我们却根本不能得出结论：侵权行为和民事制裁的相互关系就是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是
民法所调整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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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这是一本汇集着我平时学习、分析、研究刑法心得体会的书，也是一本记录着我从学术幼稚逐渐
走向成熟道路上一串串脚印的书，又是一本凝聚着我过去一段时间对刑法学这门古老而又应当获得新
生的学科进行这样或那样深深思考而付出心思、心血的书。
当我将这本用心思、心血凝成的，但又恐怕还不太成熟的书奉献于刑法学界时，我的心情稍感一时的
轻松和满足，也许会一闪即逝。
因为作为一个刑法学学人，我对刑法学某些问题已有过认真的思考。
尽管我不敢妄言，书里的观点和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我以此书表明：我毕竟已踏上了一条将终身为之
献心的道路，无怨无悔；并以此为新的起点，慢慢地但却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跨步向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我国的整个法学体系中，刑法学是一门倍受关注、重视的学科，这不但是因为几千年古老中国的
法学文化一直沉湎于“重刑轻民”的历史惯性之中，更因为是在当今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我
们迫切地需要以探求科学真理为目的的刑法理论，迫切地需要一部有深厚刑法理论作支撑的，深蕴着
科学性、合理性且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刑法。
无庸讳言，一声“法学幼稚”的叫喝，令整个法学界多少人汗颜，刑法学尤甚。
但当夜深人静之时，每一个从事刑法学研究的人扪心自问，此言是否乃中的之语?中国刑法理论有一种
共和的现象，即它常常并长时间地表现在过多地追求表象的东西，跟随着政治形势和立法规定亦步亦
趋。
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到处弥漫着注释刑法学的气氛，就是一个明证。
一部部厚如砖块似的刑法学教科书，尽管有些有着权威的理论色彩或理论的权威表现，但其中很多不
外乎却又是一条条刑法条文的重复和一句句呆板的注释。
所幸，现在有所改观。
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正处在全面突破旧框框的关键时刻，面临多元化理论体系的尝试和多层次理论
结构的确立。
刑法学是一门以刑事立法的规律和刑事司法的操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刑法作为“法律”的组成部分，追求严谨，追求划一，是其应有的表现；刑法学作为“学问”的表现
形式，追求科学，追求合理，是其应有的作风。
刑法理论体系的多元化，表明刑法理论可以像其他学科一样应当允许有不同的体系和可以进行多方位
、多侧面的思考角度；目的只有一个，以探求刑法应当蕴含的科学性、真理性为归宿。
“条条大道通罗马”。
只要能够到达光辉的顶点，无论是捷径还是曲径，大可不必强求一致。
刑法理论结构的多层次，表明刑法理论可以划分为注释刑法学、法理刑法学和哲理刑法学，每一个层
面的刑法理论都应有其自身的任务。
注释刑法学是实定刑法的追随者，甚至是盲从者，法云亦云。
但因有实定刑法的强有力支撑，是非都无可非议。
对于刑法注释，我们有时在想能否由全国人大或有关权力部门只要组织全国学界精华，汇总智识集中
注释一次即可足矣，这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真不知节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
法理刑法学是实定刑法的客观评论者，是实定刑法是非的裁判者。
为了探求刑法内在的规律性、合理性，有必要对实定刑法的是非得失进行公允的评价，有时甚至是严
厉的批判。
哲理刑法学则是实定刑法的深刻剖析者和现有理论的时代超越者，它从哲学的真理性角度出发探求刑
法的科学性、应然性所在，以追求公正、公平和正义在刑法中的回归，从而为刑法最终超越感性的认
识并进入到理性的选择提供航标灯的作用。
本书正是站在法理刑法学的层面上，试图超越注释刑法学的羁绊而展开思考和论述的。
本书是否已经实现此初衷，作者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本书是否稍有可读可信之处，自待刑法学界诸同志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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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着一个喜欢崇尚经典的传统。
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经典的东西并非全是救世的良药。
这个世界的希望，更多地在于人们不断的思索和不断的实践之中。
刑法蕴含的真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是时代的呼唤。
因为经典的东西，甚至是经典的创作者有时会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视野中，但历史总还是会从他们身
边跨越过去而向前发展的。
每一次历史的跨越，每一种历史的进步，都必然地表现为对某一种过去似乎被视为神圣事物的亵渎。
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因此，本书存在的与某些人们已耳熟能详的理论有异者，是因为作者坚信刑法理论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
刑法理论的研究应当尊重经典，但决不能拘泥于已有的经典。
也正因为如此，本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理论阐述，并不是作者想对刑法理论秩序重新进行逻辑演绎和
排列，而仅仅是对刑法理论的点滴思考和进行某种探索尝试而已。
    本书于前几年写成，其间，我国刑法已完成了向新刑法过渡的过程。
为此，本书根据发展、变化了的理论形势，作了某些方面的调整和增删。
尽管如此，细心的读者也许还是能发现，书中存在着某些穿凿的痕迹O然而，刑法理论的发展是一个
无止境的过程。
刑法理论的完善，又是每一个刑法学学人自己观点和理论不断修正的过程。
作者也欲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断审视、反思自己已有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根据自己新的思考进行新的
补正、充实和完善。
在浩瀚的刑法理论海洋中，本书只能作为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
不管书中的观点、理论是否有可取之处，它毕竟是我自己学习、思考、研究和奋斗的过程记载和思想
记录。
所以，我还是大胆地把它呈献出来。
    我写此书之时，常恐落笔不慎，出现谬误。
但我深知自己笔力有限，其间谬误恐还是在所难免。
我决不忌讳科学的指责和理论的商榷。
为此，我恳请诸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指出。
我将及时吸取各种学术营养，不断勇于修正错误，以便使自己不断以点滴之思形成的思想浪花汇人到
我国刑法理论的浩瀚海洋之中。
                                                                           杨兴培                                                                        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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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理论联系实际，适合刑法理论的专业研究者、大专院校法学专业的师生和
刑事司法工作者阅读参考。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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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