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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主要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确立其
独立的地位。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始终使法学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
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为我国法
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样的成绩。
不过，至今没有一套由本国学者所撰写的理论法学丛书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我们认为，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比起自然科学，法学与生活现实固然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光镜
，或只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
法学应当有其超越的一面，它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导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论的基本体系>>

作者简介

　　文海林，男，45岁，四川广安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刑法学
会理事，大学文化。
1981年12月至2004年3月在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2004年4月至2006年1月在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2006年2月至今在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工作。
1985年至1988年，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函授专科班大专毕业。
1997年至1999年，在四川省委党校法律函授本科班毕业。
出版专著《刑法科学主义初论》，在《法学研究》等法学杂志发表文章十余篇，获《法学研究》百期
优秀论文奖，先后五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论的基本体系>>

书籍目录

总序导论敢问刑法学的“经络”问题上篇 犯罪论体系的基本理论第一章　犯罪论的体系意义第一节 
犯罪论的认识阶段第二节 规范权力第三节 规范标准第二章　两个基本体系的区别点第一节 事实判断
需要犯罪构成价值评价需要犯罪生成第二节 事实意义·价值意义第三节 静态·动态第四节 要件·整
体中篇 犯罪构成体系第三章　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相统一第一节 主客观相统一：犯罪构成的标准第二
节 主客观相统一的价值分析第三节 事实价值第四节 统一于事实关系第四章　犯罪构成的性质和结构
第一节 事实表达价值第二节 事实入罪的要件第三节 主客观化主客体第四节 价值修正事实第五节 一元
双层的犯罪构成第五章　法学研究的类型方法——以主观罪过为视角的展开第一节 类型方法的体系意
义第二节 部分事实：类型方法的性质第三节 事实相似原理第四节 类型体系第五节 类型与类推第六节 
类型优劣如何被体系放大、选择第六章　犯罪是这样构成的——以主观罪过为视角的展开第一节 故意
类型第二节 罪过类型第三节 过失类型第四节 纵向修正罪过第五节 横向修正罪过第七章　出法益入社
会危害性第一节 出事实入价值第二节 出（行为人）主观法益入（社会）主体利益第三节 出行为时法
益入过程利益第四节 出立法法益入司法利益下篇 犯罪生成体系第八章　犯罪生成的主客体相统一第
一节 统一于评价性价值关系第二节 主客体相统一的理论意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论的基本体系>>

章节摘录

　　比如，从犯罪客观面的行为和主观面的心理，就可以对犯罪作事实性的判断。
当然，这时的判断也仅仅限于客观行为、主观罪过，不能超越客观行为、主观罪过，更无法直接给出
行为是否犯罪、犯何种罪。
部分事实的判断，抽象程度可以是很低的。
　　概念的这种扩展本能对于基于事实判断的类型方法来说，当然是一种致命威胁。
拉伦茨认为，“借助定义，概念可被确定到如下程度：‘当且仅当’该定义的全部要素在具体事件或
案件事实全部重现时，概念始可适用于彼。
这不适用于类型。
为描述类型而提出的各种因素不需要全部出现，它们也可以多少不同的程度出现。
通常它们可以有不同的强弱阶段，而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彼此交换。
其本身只具有征兆或象征的意义。
重要的是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结合情形。
具体案件事实是否属此类型，并非仅视其是否包含该类型通常具备之全部因素。
毋宁取决于：这些‘典型’的因素在数量上及强度上的结合程度，是否足以使该案件事实‘整体看来
’符合类型的形象表现。
类型不能定义，只能描述。
”[1]而且是“部分”被描述。
　　价值的本质判断，由于是关于罪过本质、是否罪过、何种罪过的全貌式概括，不仅需要涵盖意识
面，也需要涵盖意志面，对能够反映是否罪过、何种罪过的各个侧面，都不能有丝毫遗漏。
价值判断要求其方法必须具有十分抽象的概括力才能涵盖罪过，因此，必须具有相应的甚至高度的抽
象性。
这时，类型方法往往因为局限于事物罪过某方面、某侧面的确定而难以满足高度抽象性的要求。
　　类型之所以只能描述无法定义，是因为类型以描述罪过的部分特征为己任，以牺牲对罪过全貌、
整体反映为代价。
类型比概念的高度抽象水平低，但又是比具体事物抽象层次高的方法。
“类型与具体事物的趋近有关。
”[2]类型方法是一个具有中等抽象能力的方法。
[3]类型描述犯罪部分特征的作用决定了它无法展现罪过的全貌，只能反映某一方面特征，罪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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