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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国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渊源、在我国刑法中应有的地位，并且进一
步研究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未完成犯罪形态的刑事责任问题、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共同犯罪形态中
的指导作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量刑的指导作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行刑制度的关系，进而得出
结论，认为主客观相统一能够体现刑法指导思想、性质和基本精神，对整个刑法立法、司法和解释都
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这就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理论研究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展开，使刑法理论界
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认识进行了刑法立法领域和解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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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现代化的国家是法治国家。
现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贯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关
重要。
毋庸置疑，现代刑　　事法治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刑事法律学科也相应地
为国家所重视，成为公认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繁荣最为显著的主要法学学科领域之一，并被首批
纳入建设国家　　重点研究基地之规划。
在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刑事法学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是以刑事法律学科为研究领域的国家重点学术研究机构，
系1999年12月首批建立的15个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中国人　　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人员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学科的部分专家学者为
专职研究人员，同时聘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刑事法专家学者作为兼职研究人员。
中心主任为著名中青年刑　　法学者赵秉志教授，中心执行主任为知名中青年刑法学者卢建平教授，
中心副主任为知名中青年刑事法学者何家弘、甄贞、郑定、黄京平教授，中心顾问为著名刑法学家高
铭喧教授暨中央政法机关几位专家型领导同志。
在学术研究范围和布局上，中心以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古今中外刑事法学之主
要学科和研究领域。
中心下设四个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第一研究室以中国刑法为研究方向;第二研究室以刑事诉讼法暨刑
事侦查、刑事物证技术为研究方向;第三研究室以中外刑事法律史为研究方向;国际刑法研究所以外国
刑法与国际刑法为主要研究方向。
刑事法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和研究队伍的合理组合，乃是中国鲜明的优势互补之特色。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中心应该是具有明显科研优势和特色的国家级刑事法律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经
过努力使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刑事法学学术界亦享有较高
声誉。
为达此目标和地位，中心要以学术研究为核心，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实行全面开放，注重高层次人才
培养，加强学术交流，引导和促进刑事法律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努力建设全国一流的、名副其实的刑
事法律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
　　“刑事法律科学文库”是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要系列著作项目，计划出版国
内外刑事法律与刑事法学方面(包括刑法、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刑事物证
技术、刑事法律史等领域)的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著作与译作，著译者以本中心专职、兼职研究
人员为主，并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开放，旨在繁荣、深化和开拓刑事法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积累刑事法
学方面的学术成果，为提高我国刑事法学的研究水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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