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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当防卫制度研究的新视界》的指导思想或学术旨趣，首先在于推出学术精品。
通过资助出版学术精品，形成精品学术成果的园地，培育精品意识和精品氛围，提高学术成果的质量
和水平，为繁荣国家财经、政法、管理以及人文科学研究，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
，作出我校应有的贡献。
其次，培养学术队伍，特别是通过对一批处在“成长期”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的成果予以资助推出，促
进学术梯队的建设，提高学术队伍的实力与水平。
再次，培育学术特色。
通过资助在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见解等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的成果，培育科研特色，力争
通过努力，形成有我校特色的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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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泽强，男，1975年8月生，安徽省五河县人。
199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
获学士学位。
2001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4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武汉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工作。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刑事政策教学与研究中心刑事政策教
研室主任。
已经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法治视野的刑法主观主义研究”、中国博士后基金项
目——“主观主义刑法初论”以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课题“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等科研项目，
在《法学家》、《法学》、《法学评论》、《环球法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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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制度的本体思考第一节　正当防卫的第三者效果一　防卫行为的结果发生在第三者身上二　侵害
者利用第三者或者第三者的物三　防卫人利用第三者或者第三者的物第二节　人民警察的正当防卫权
问题——兼谈袭警罪的设置问题一　正当防卫的规定是否适用于人民警察二　“袭警罪”设立的合理
性思考第三节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界限研究一　共性的解说二　差异的展开三　对物防卫——正当
防卫与紧急避险的临界点之争第七章　正当防卫制度的拓展性思考第一节　正当防卫与权利、权力一
　“权利与权力”分析框架的导入一　“权利与权力”分析框架的提出二　正当防卫的本质：权利与
权力的统一——权利和权力的矛盾统一体是理解正当防卫本质的起点三　《刑法》第20条第3款意义的
重新认识——权利和权力的矛盾统一体是理解《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关键第二节　学派论争下的正当
防卫制度一　刑法学派论争概述二　刑法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正当防卫第三节　正当防卫与人权保
障一　人权以及刑法中人权保障概述二　正当防卫与人权保障的展开——反思逆防卫之合理性第四节
　正当防卫制度在犯罪论中的定位反思——兼论我国刑法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一　正当防卫的体系性思
考二　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刑法理论“犯罪论”中“安置”问题第五节　正当防卫案件中的举证责任
研究一　防卫案件证明责任概览二　特殊防卫案件的举证责任研究第八章　正当防卫制度的当代中国
命运第一节　邓玉娇案件的思考第二节　正当防卫制度的地位之反思参考文献后记出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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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正当防卫概论　　第一节 正当防卫的本质　　正当防卫是现代刑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
本制度，故而正当防卫的研究应在刑法学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往
往集中在其构成条件、防卫过当等问题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诸如正当防卫的本质等基础理论
问题的深入研究。
事实上，就我国的研究情况来看，似乎并未形成对正当防卫本质问题的研讨与争鸣，而西方大陆法系
国家对此问题却观点纷纭。
其中许多见解值得我们借鉴。
正当防卫的本质问题在于说明正当防卫为何不构成犯罪而成为正当行为。
从此角度而言，正当防卫的本质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有着共通的基底。
一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之思考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关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主要有如下几种
观点。
　　（1）法益性的欠缺或优越利益论，这种观点把正当防卫视为防卫者与不法侵害者的利益的冲突
，认为对于“不正”的侵害者的利益，不值得法律保护。
　　（2）自然权利说。
此说认为正当防卫是基于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行使其固有的防卫权利，因而是正当的。
该说是康德基于社会契约说提出的原理。
根据这一原理，个人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具有固有的自己防卫权，只是基于社会契约将此保护权委托
给国家，在国家不能给予保护的紧急状态下，个人就能行使自己防卫权。
　　（3）法的自我保全或法的确证说，认为对于侵害法律的行为承认可以进行反击是为了否定不法
，以确认法律本身的存在，因而是正当的。
根据这一原理，不法是对法的否定，因而应当被否定，据此国家必须确证法秩序。
在国家不能确证法秩序的紧急情况下，就由个人进行确证。
　　（4）折中说，认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在于追求个人的自我保护法益以及法的确证。
对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议论最多的是德国。
在传统上，德国刑法理论主要是依据“个人保全说”和“法的确证说”这两个原理来寻求正当防卫的
正当化根据。
但近来，德国出现了将两者加以结合而产生的“优越利益说”的原理来说明正当防卫的动向。
受德国刑法理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刑法理论，过去也是依据“个人保全说”和“法的确证说”
这两个原理对正当防卫加以说明的。
随着实质的违法性论在日本刑法理论研究中的深入，日本最近也出现了用违法性阻却的一般原理来说
明正当防卫的倾向。
在这众多的学说中，目前对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的说明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用“社会的相当性”的
观点来说明。
这种观点是行为无价值论所主张的。
行为无价值论者认为，违法的本质是对国家社会的伦理规范的违反。
正当防卫是在社会伦理秩序的范围内，为维护某种法秩序服务的行为，因而作为社会的相当行为被正
当化。
二是用“法益衡量”的观点来说明。
这种观点是结果无价值论者所主张的。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有法益侵害及危险的就是违法。
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根据“保护法益的缺如”的原理，认为正当防卫是在必要的限度内
，对不法攻击者的利益的否定；其二，以“个人保全说”和“法的确证说”两种原理相结合的产物—
—“优越利益说”的原理，来说明正当防卫正当化的根据。
　　我们认为，“法益衡量说”存在许多缺陷。
首先，法益侵害说所主张的正当防卫违法性阻却根据的“法益衡量说”运用到实践中能否奏效，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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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
在法益有冲突的情况下，简单地说某个法益比其他法益优越、重要，对法益进行排序，极其困难。
即便这种排序能够进行，仅仅根据这种排序来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在面对极端案件的时候，也
显得不是特别慎重。
其次，在对待正当防卫所造成的损害大于所避免的损害是否阻却违法性这一问题上。
“法益衡量说”认为即使正当防卫所造成的损害大于所避免的损害，也可能排除犯罪的成立。
它主张法律虽然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利益为目的，但在不得不否定一方的利益时，从社会整体的见
地来看也应当认为是为了保全更大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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