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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规范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使社会得以存续并显得有意义。
刑法的本质就是通过难以察觉的权力运作来证实规范的有效性和不可侵犯性，以稳定规范，确保每个
人都能够维持一种有秩序的生活。
并把个人塑造成规范意识主体。
那么，促进公众的刑法规范认同感，围绕“规范违反说”来建构犯罪论和惩罚理论，坚定不移地捍卫
规范。
就是当前中国刑法学的基本向度。
    以此为前提，作者指出：刑法学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是惩罚上当性如何求得，惩罚的技巧如
何获得成功；从小发点过渡到落脚点的桥梁则是犯罪成立理论。
而根据规范理论，作为惩罚对象的人必须是规范意识主体；作为惩罚前提的犯罪成立理论必须根据规
范违反说，而不是法益侵害说来建立；惩罚正当性必须从对规范有效性的确证中获得。
由此，作者围绕“规范意识主体”，“规范违反说”、“规范确证”等范畴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刑法思
想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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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光权，男，汉族，1968年生，重庆市人。
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为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1年4
月至2002年2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学、刑法思想史。
已出版专著《注意义务研究》（1998年）、《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2000年）、《法治视野中的刑
法客观主义》（2002年）、《刑法各论讲义》（2003年）等5部；参与撰写刑法学著作10余部；在《中
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2002年获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
学术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的向度>>

书籍目录

总序内容提要导论  1．刑法学面临的挑战  2．刑法学研究范式  3．刑法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刑法
学的突围途径  5．公众刑法认同感的培植第一编  主体的转向  第一章 “刑法人”的概念    6．刑法人的
思想史地位    7．刑法人观念的理论背景  第二章 危险个体    8．犯罪人概念的学科属性辨析    9．犯罪
人概念的思想史    10．“危险个体”何以登场  第三章 主体的分裂    11．个人的身体、灵魂与司法技巧 
  12．刑法对社会一般人的关注  第四章 规范意识主体    13．中国刑法学中的犯罪主体观念    14．犯罪
主体观念的实践背离    15．犯罪主体概念的整合：规范意识主体第二编  规范违反说与犯罪理论  第五
章 社会的规范性    16．规范的含义    17．刑法规范与社会    18．刑法规范如何导致秩序  第六章 刑法与
规范化训练机制    19．规范融入刑法领域    20．规范化训练机制的转型    21．通过法律的诱导何以会成
功  第七章 规范违反说与犯罪论    22．法益侵害说与犯罪本质    23．规范违反说与犯罪本质    24．规范
论与犯罪成立理论  第八章 通过规范的双向沟通    25．罪犯与社会的沟通    26．社会与罪犯的沟通  第
九章 中国社会的犯罪与规范违反说    27．一般性描述    28．塑造规范共同体    29．维持规范有效性第
三编  惩罚与规范化诱导  第十章 关于惩罚的传统表述    30．报应的核心：回溯与正义    31．功利主义
：手段与实效    32．一体论的困境    33．告别传统：可能与现实  第十一章 刑罚进化论批判    34．刑罚
进化的表象    35．社会治理的需要与刑罚改革    36．现代社会中用刑罚浇铸的祭坛  第十二章 惩罚与规
范确认    37．惩罚权力的运作机理    38．通过惩罚确认规范有效性  第十三章 惩罚的无效与坚持    40．
惩罚的无效    41．惩罚的坚持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的向度>>

章节摘录

　　我们说，法律对公众生活有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法律可以对违法行为做出反应、矫正非法行为
这一层面上。
实际上，刑法规范的存在有助于形成公众的集体性规范意识，这是我们今天也要加以重视的。
集体规范意识的存在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它外在于个体并对个体意识具有一种极强的影响力。
社会通过协调刑法等法律、道德以及习俗等形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个体的存在及其意义。
规范的存在决定了个体与规范的疏离就是与其存在基础的疏离，犯罪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个体背弃
其本质的极端表现。
它在两重意义上意味着价值匮乏：其一，社会丧失了其得以存在的根本基础，丧失了外在的强制作用
，集体规范意识及其载体都被消解了，走向了规范解体。
其二，个体已经丧失了内化集体规范意识的机能，所有的意识空间都被欲望所占领，原来那种包含着
社会本质的真正的个体也隐匿了踪影。
　　对于国家惩罚与规范意识确立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国家惩罚的对象有两种，
一种是由于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为集体意识所不能容忍的行为，比如，杀人、放火、抢劫、强奸
、盗窃、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行为。
国家对这些犯罪的惩罚是国家统治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或者说这种惩罚是国家存在的一个重
要理由，这种惩罚可以称之为“基础性惩罚”；另一种是直接针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或统治利益的
犯罪，这种犯罪主要是一些政治性犯罪，比如古代刑法中的“谋反”以及现代刑法中的“国事罪”。
国家对这些犯罪行为的惩罚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出于捍卫自己统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
我们把这种惩罚称之为“专断性惩罚”。
国家正是由于掌握着“基础性惩罚”的能力而获得了“专断性惩罚”的权力，反过来也正是由于具备
了“专断性惩罚”的能力才有可能实现“基础性惩罚”。
一个国家的“专断性惩罚”与“基础性惩罚”越一致，或者说“专断性惩罚”越少，就意味着它的合
法性基础越牢固，如果“专断性惩罚”与“基础性惩罚”的距离越遥远，或者说“专断性惩罚”越多
，就意味着它的合法性基础越薄弱，当“专断性惩罚”完全背离了“基础性惩罚”时，国家的阶级统
治就会出现危机。
我们所说的国家统治或治理的整体策略正是围绕着其在社会中的合法性而展开的。
在我看来，基础性惩罚的加强，有利于强化在公众心目中已经形成的规范意识；而专断性惩罚的加强
，则有利于重新配置公众的规范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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