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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明生的《刑法目的论》一书即将出版，作者邀请我为之作序。
因为曾明生的“刑法目的生成基础及其制约”一文在我所主编的《刑事法评论》第16卷（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5年版）发表过，此后我又粗略地拜读过本书的原稿，对曾明生从事的刑法目的论的研究
有所了解，因而愿意为之写序，以作推荐。
　　刑法目的论并非我国刑法学中一个通常的研究范式，在有关的刑法学词典中甚至找不到“刑法目
的”这个词条，更遑论对刑法目的问题的深入研究。
当然，在我国刑法学中，存在着与刑法目的极为接近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刑法机能与刑罚目的。
刑法机能，也称为刑法功能，基本上是从大陆法系刑法学中引入的一个范畴。
在我国刑法中只有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而没有关于刑法机能的规定。
例如，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把刑法机能看做一种社会控制机能，而这种社会控制机能又可以进一步地划
分为第一次社会控制机能与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
第一次社会控制机能是指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是指人权保障机能，即通过制约
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罪犯不受国家滥用权力的侵害，进而保障一般国民的权利和自由。
[1]刑法是强调第一次社会控制机能还是强调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可以成为对刑法的性质进行分析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刑法从保护神意（包括以神的名义而存在的专制统治者的利益）到保护法益，这是近代刑法的第一次
性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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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目的论是一个关涉刑法根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鉴于我国学界对刑法目的的含混认识和较为粗浅的研究现状，本书主要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的方法，从刑法哲学的角度，结合逻辑学、社会学、语义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律解释学、
心理学和数学等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对刑法目的的概念、特征、国内外研究状况、目的的嬗变史、生
成根基、目的内容以及刑法目的的实现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讨。
本书试图对刑法目的的哲学蕴涵进行探索性研究，其中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基本立场是主张有限的刑法目的论。
即：不可无限地强调“刑法目的作为刑法规范的本体”，并由此无视客观规律，而是正确地、有节制
地运用目的理性，防止理性的滥用。
既强调在目的思维上的有限理性，又强调目的在生成和运用上的有限性(反对目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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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上述讨论，目的论和法律盲目演进论对推行法治的现代中国而言，在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和
研究思路上都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一、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第一，法哲学甚至部门法学的目的论（不妨统称为法学目的论）的研
究必须以哲学目的论的研究为重要基础。
哲学目的论和法学目的论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法学目的论最初脱胎于哲学目的论。
尽管两者存在某些差异，但是其共性也是明显的。
基于其共性上的特点，在研究法学目的论时需要认真反思哲学目的论所遭遇的各种批判，由此引以为
戒。
　　第二，应当力避（不是清除）倒果为因的积弊。
古典的目的因假设了一种超越的存在对世界的干涉，目的在时间上是超越现在的，认为这个未来的存
在对现实已经起着作用，这被认为与因果性是相互排斥的，被认为违背了科学的根本精神。
在斯宾诺莎看来，则是“倒转了自然的顺序”，是用结果来说明原因，也是用未来决定过去。
而物理学不允许因果力在时间上倒着走。
[1]这种依凭后来的客观结果推想以前的目的因的“倒果为因”的做法，正如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尼
采所指出的那样：“以某种方式产生的一切存在物，被某种具有优于它的权力一而再地重新解释成新
的目的，被接管、被转换、被改变方向⋯⋯一切征服和变成主宰都涉及一种新鲜的解释，一种改编，
通过改编，先前的‘意义’和‘目的’必然被遮蔽或者甚至被消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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