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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余年来，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和法学研究的日益繁荣，我国高等法
学教育领域研究生的培养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面世的法学类研究生教学用书却甚为欠缺，这种状况不利于对法学类研
究生的培养。
有鉴于此，中国法制出版社经过研究论证，决定组织编著出版法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系列，并委托我主
持编著其中的刑法学教材。
本人深感荣幸和责任，遂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和教材写作的需要，邀约我国刑法学界多位同仁参与，经
过约一年半的研究写作，完成这套刑法学教材，并交付出版。
　　这套刑法学研究生教材包括上下两卷：上卷为《刑法总则要论》，包含“刑法通论问题”、“犯
罪与刑事责任问题”、“犯罪形态问题”和“刑罚总论问题”等四编计29章；下卷为《刑法分则要论
》，包含“危害公共安全罪”、 “经济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和“职务犯罪”等六编计27章。
综而言之，可以说本书力图具有以下三点特色：其一，体系合理，涵盖全面。
本书在编、章设计、排列上力求兼顾刑法典和刑法学的体系结构，清晰、合理；基于研究生教学的需
要按照专题设计各章，各章内容大体上涵盖我国刑法学的基本和核心学术领域。
其二，立足疑难、前沿问题，注意理论研究深度。
本教材的定位是以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为基本读者对象，同时也可为刑法学博士研究生及刑法理论和司
法实务工作者参考。
因此，本教材应当显著区别于本科生刑法学教材和法律专业硕士生用的刑法学教材。
为达此目的，本教材在各章专题的选择和章下各节问题的设计上，力求着眼于刑法学理论与刑事司法
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和学科前沿性问题；而在各章节问题的研讨上，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地深入探讨，
旁征博引，纵横比较，切实反映我国现行有效的刑法立法、刑法解释及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其三，注重启迪思考，注意开阔眼界。
本教材编著牢记作为专业研究生教材这一根本，在问题的研究论述上注意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展示和引
导，而且在各章正文之后设“讨论案例”部分，希望提升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又设“
思考题”部分，意在引导学生对有关疑难问题作进一步的思索与把握；各章最后所附“参考文献”部
分，则是希望就各专题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指引，以有助于学生扩展视野或进一步深入研究。
当然，这些特色的贯彻、体现是否到位，当由读者评判；其中难免出现的种种不足，尚祈读者批评，
以便我们今后弥补与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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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余年来，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和法学研究的日益繁荣，我国高等法
学教育领域研究生的培养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面世的法学类研究生教学用书却甚为欠缺，这种状况不利于对法学类研
究生的培养。
有鉴于此，中国法制出版社经过研究论证，决定组织编著出版法学研究生精品教材系列，并委托我主
持编著其中的刑法学教材。
本人深感荣幸和责任，遂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和教材写作的需要，邀约我国刑法学界多位同仁参与，经
过约一年半的研究写作，完成这套刑法学教材，并交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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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界限讨论案例案例一：周福棠等假冒注册商标案案例二：宋某等销售伪劣产品案思考题参考文
献第四章 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研究第一节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争议及其界定一、关于商业贿
赂概念的争议二、关于商业贿赂概念的剖析三、商业贿赂与商业贿赂犯罪的区别第二节 医生收受病人
红包或药商回扣行为的性质认定一、医生收受病人红包行为的定性二、国有医院医生在从事行政管理
活动中收受回扣或其他手续费行为的定性三、国有医院医生利用开具处方权收受药商回扣行为的定性
四、非国有医院医生收受回扣的定性第三节 收受干股型受贿的界限认定一、收受干股型受贿的定罪界
限二、收受干股型受贿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第四节 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型受贿的认定一、“两高”《意
见》针对第三人收财型受贿之规定的必要性二、“两高”《意见》中第三人收财型受贿的具体适用三
、关于该问题的立法完善建议第五节 受贿罪刑事处罚方面的争议问题一、关于受贿罪设置绝对起刑数
额规定的评析二、关于受贿罪与贪污罪同罚是否合理的分析讨论案例成克杰与李平共同受贿案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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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者其他资产二、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财产三、向明
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四、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五、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或者
承担债务六、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第三节 违规侵占上市公司资金行为的处理讨论案例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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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犯罪的特定目的第二节 伪造货币罪的疑难问题一、伪造行为二、犯罪停止形态第三节 金融
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的疑难问题一、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的
行为二、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与非罪的界限第四节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疑难问
题一、持有、使用假币罪的行为认定二、误收假币而持有、使用行为的性质三、共同犯罪问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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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罪问题研究第十三章　诬告陷害罪研究第十四章　重婚罪研究　第四编　侵犯财产罪第十五章　财
产罪宏观问题研究第十六章　盗窃罪研究第十七章　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第十八章　诉讼诈
骗犯罪研究第十九章　侵占罪研究第五编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十章　妨害公务罪研究第二十一
章　网络犯罪研究第二十二章　黑社会性质犯罪疑难问题研究第二十三章　伪证罪疑难问题研究第二
十四章　律师刑事责任问题研究第六编　职务犯罪第二十五章　挪用公款罪疑难问题研究第二十六章
　受贿罪构成问题研究第二十七章　滥用职权罪主客观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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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复次，要界定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的关系。
就中国现行刑法规范而言，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颁行的《刑法修正案（三）》开宗明义地确立了其
立法宗旨，即“为了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恐怖活动犯罪直接等同于该修正案
所规定的犯罪。
因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并不仅限于此；而且，该修正案所规定的某些
犯罪本身并不一定就直接具有恐怖活动犯罪的性质，实施其中的某些犯罪行为也并不一定都构成恐怖
活动犯罪。
①如果不属于恐怖活动犯罪，就很可能是普通刑事犯罪。
事实上，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在客观行为方式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司法实践来看，对
于现行刑法典未作独立规定的某些恐怖活动罪行往往会以相应的普通刑事犯罪来处理。
它们之间区分的关键便在于是否具有恐怖活动犯罪所独具的特征。
　　最后，还要把握恐怖活动犯罪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特征。
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具有哪些特征，中国刑法理论中也颇有歧见。
有学者认为，恐怖活动犯罪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目的性，即有一定的政治或其他目的；二是暴力
性，即经常进行暴力恐怖行为，严重威胁或者危害公共安全。
②另有学者则认为，恐怖活动犯罪的特征有二：一是出于政治或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二是有特定
行为，通常表现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其实施方式和手段则可能包括放火、爆炸、故意杀人、绑架人
质等等。
③还有学者认为，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客观表现以及犯罪客体方面几无区
别，关键在于犯罪的主观方面，即恐怖活动犯罪以“制造社会恐怖”为其特有的犯罪目的。
④比较而言，中国刑法学界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特征的理论分歧主要在于：（1）在基本认可恐怖活动
犯罪须以一定目的为必要的基础上，对其出于何种目的未能形成一致看法；（2）从客观行为方式来
看，恐怖活动是否仅限于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有不同的见解。
对此，我们认为，从犯罪目的上讲，恐怖活动犯罪只能出于直接故意，具有一定的主观目的。
那么，恐怖活动犯罪到底出于何种目的呢？
我们认为，这里有必要对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予以准确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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