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论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法论丛>>

13位ISBN编号：9787503697715

10位ISBN编号：7503697717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赵秉志 编

页数：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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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论丛>>

内容概要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四周年来，《刑法论丛》的出版逐渐规范化、定期化，并已在
刑法理论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刑法论丛》第19卷共载文18篇，内容涵盖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犯
罪学与刑事政策等刑法学科诸多领域。
    本卷特设。
犯罪构成理论专栏”，收录了6篇相关文章。
其中，高铭喧教授在其“对主张以三阶层独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一文中
指出，不应漠视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所具有的现实合理性，部分学者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指责带
有很大的曲解成分。
马克昌教授的“简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一文分析了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新古典犯
罪论体系、目的犯罪论体系再到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发展，指出这些犯罪论体系虽然各有优点，
但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赵秉志、王志样的“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一文就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
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应当以中国现有的通行犯罪构成理论为主导，适当吸
取其他犯罪成立理论模式的合理因素。
莫洪宪、彭文华的“德、日犯罪论体系之利弊分析”一文从方法论、认识论和模式论等角度对德、日
犯罪论体系的利弊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
    此外，本卷收录了下面一些优秀成果：    马荣春、周建达的“为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测法学地位辨正
一一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檀”一文主张，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刑法学地位应被定位在刑法学的基础范畴。
    阎二鹏的“共独本质论：基于‘个人责任’的反思性检讨”一文从个人责任的角度，提出共犯本质
应当坚持行为共同说。
    詹姆斯·杰克布斯、塔玛拉·克莱皮特的“犯罪记录范围、用途和可获得性的扩张”一文分析了美
国犯罪记录的来源、范围扩张、联邦犯罪记录数据库激增和获取犯罪记录渠道多元化等方面的问题，
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单勇的“论犯罪学的研究模式”一文在分析我国犯罪学研究“现象一原因—对策”传统模式和“关
系犯罪学”新兴模式的基础上，主张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和犯罪治理实践层面对两者进行科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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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对罪犯权利的限制存在较大问题。
刑法典第39条第l款规定了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的义务，第2款规定了其权利。
关于义务的规定，其实是对犯罪人合法权利的限制。
这些限制并非都是合适的，存在如下不足之处：（1）对罪犯应该遵守的法律、行政法规，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
与罪犯息息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数量众多，涉及生产、生活的很多方面，如交通运输、工商税收、
治安管理等。
按照刑法典第39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罪犯若是违反了某种法律、行政法规，也就违背了其义务。
其实，从该规定来看，刑法禁止的是罪犯不服从监督的行为，因而应将法律、行政法规限于监督未被
监禁的罪犯的法律、行政法规（如治安管理法），以及某些法律、行政法规中的重要规定。
（2）对罪犯之政治权利的限制，缺乏合理的根据。
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罪犯，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
权利，而被判处拘役的罪犯，若没有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从理论上讲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就可
以行使某些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又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同样
不需要批准，就可行使上述政治自由权利。
虽然可以推断出，如此规定是防止管制犯滥用权利，在刑罚执行期间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这
样的规定对仅被判处管制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却是不公平的。
（3）犯罪人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在范围上其实能够包括后面的两种情形，即会客、离开居住地，将
后面两种情况单独规定出来完全多余，毫无必要，倒不如规定于第3项中。
另外，需要报告哪些活动情况，法条也没有明示，而公安机关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被判管制的罪犯不打招呼就离开了居住地，执行机关也找不到他。
（4）虽然刑法典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违反这些规定的情
形该如何处理却付之阙如。
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第4项规定，被依法执行管制的罪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
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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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论丛(2009年)(第3卷)(总第19卷)》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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