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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刑法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自人类社会形成以降，为规范人类行为，达致社会和谐有秩，人们竭尽了包括刑罚
在内的一切规制手段。
古今中外的国家或政权几乎无一例外地颁布和施行过刑律或刑法，并且历史上许多著名政治家、思想
家及法学家对犯罪与刑罚及其关系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
说它年轻，是因为尽管人类社会使用刑律或刑法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刑法学或刑法学科真正成型只不
过二三百年的历史，在我国甚至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刑法学的创建与发展，已是1949年建国以后的事了。
加之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刑法学真正的成长期也不过25年左右的时间。
　　虽然自1949年起，我国刑法学就开始了前瞻性的研究，甚至刑法讨论案就易稿几十次。
但我们知道，1979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典，从此结束了我国建国后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使我国的刑事法制实体规范基本具备。
其后在改革开放近2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立法机关为适应社会变革中惩治犯罪的需要，又先后颁布
了20多个单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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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一些思想活跃、努力探索、敢于直言、勇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撰写，是一部颇具特点的学术力
作。
主要表现在：（1）学科体系的新颖性。
该书一改单一解释刑法学的传统体系，坚持理论刑法学与解释刑法学并重的原则，在吸收近些年刑法
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架了包括刑法学导言、刑法绪论、犯罪成立及其认定、刑事责任及其实
现、刑法适用的全新体系。
尤其增加了刑法学基本原理、罪之适用、刑之适用、刑法解释、刑事判例、国际刑法适用和区际刑法
适用等新内容。
（2）理论上的科学性。
突出确立了“罪责关系”的刑法学主线，增添了刑法适用一编的内容，在犯罪构成理论上采用的是“
新三要件说”（罪行、犯罪主体、罪过），将传统的刑罚理论归并人刑事责任论中，使整个刑法学的
理论体系更趋合理与完善。
（3）内容上的实用性。
在罪刑适用的内容上，加大和完善了罪名认定的力度，并将目前的有效法律解释全部吸收到书稿中，
在构建罪刑适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尤其突出了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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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罪分子进行考察的一定期限。
考验期限是缓刑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
根据现行刑法第73条的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1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2个月；有
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5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1年。
在刑法所规定的缓刑考验期限以内，对犯罪分子的表现进行考察，根据犯罪分子的表现决定是否需要
执行原判刑罚。
刑法规定的缓刑考验期限具有原则性、灵活性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要根据刑
法的规定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一个适当的考验期限。
考验期限不论过长还是过短都是不恰当的，都不能充分发挥缓刑制度应有的作用。
　　2.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计算，判决确定之日就是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
时间，不能折抵缓刑的考验期限。
这是因为，宣告缓刑已是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先行羁押的期间是对犯罪分子进行审查的期间，考
验期限则是对犯罪分子的考察时间，二者因性质不同而不存在折抵问题。
　　3.缓刑的行为约束效力。
缓刑把犯罪分子留在社会上进行监督改造，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就必须要对缓刑犯的行为进行约束；
根据刑法第75条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第一，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第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第三，遵守考察机关关
于会客的规定；第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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