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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军事法学开拓者之一钱寿根教授和王继副教授厚积薄发，在不长的时间内主持编写了《军事
刑法学》一书，这本书是为我国军事法学体系填补空白的新著，是两位同志在新世纪之初密切组织合
作的新成果，我看了非常高兴，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军事法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
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军事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军事法学是我
国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将军事法学列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年，《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将军
事法学列入军事学科57个分支学科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军内外法律工作者在军事法学的研究领域里积极探索、耕耘，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
1988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军事法学》。
近20年来，我国先后出版了《军事法概论》、《军事法学》、《军事法学教程》、《中国军事法学教
程》、《军事法制教程》、《国防法学》、《兵役法学》、《军队条令条例概论》、《军事法制史》
、《军事法教程》、《军事法理学》、《军事刑法研究》以及《军事刑事诉讼原理》等著作。
1993年出版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1999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百科全书
·军事法卷》，同时每年都有一批研究军事法的学术论文发表，从而推动了我国军事法学的繁荣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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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事刑法学既是军事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是刑法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论是研究军
事法学还是研究刑法学，都必然要研究军事刑法学。
一大批军事法学著作和论文的发表，使军事法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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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寿根，法学教授，1937年9月生，1954年7月入伍，国防大学正局级教员。
1978年以来参加编写出版的著作有20余本。
其中参加编著了我国第一本军事法学专著《中国军事法学》。
在职期间，主要担任军事法学的教育工作，在参加撰写的著作、教材和论文中，《邓小平法制思想研
究》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有1项获国防大学教学科研成果刘伯承奖、3项获二等奖、6项获三等奖。
现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任为军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法学院兼职教授。
　　王继，1954年7月生，1972年12月入伍，现任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工作系心理战教研室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
大校军衔。
1997年从事法学教学工作，获得优质授课奖多次。
主编《法学概论》、《部队常见涉法问题处理》、《法律战概论》、《国际法与空中军事斗争》等8
部教材和著作，参编教材及著作10余本。
近年来，注重国际法、战争法的教学与科研，发表论文及调研报告20余篇，获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奖多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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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军事刑法学基础理论第一章 军事刑法学概述第一节 军事刑法学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军事刑法
学的研究对象和分类第三节 军事刑法学的理论体系第四节 军事刑法学的研究方法第二章 军事刑法概
论第一节 军事刑法的概念和特点第二节 军事刑法的目的和任务第三节 军事刑法的效力和解释第四节 
军事刑法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第三章 中国军事刑法的产生及历史发展第一节 军事刑法直接起源于战争
第二节 中国军事刑法的历史沿革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刑法第四章 军事刑法的基本原则第一
节 军事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作用第二节 刑法一般原则在军事刑法中的实现第三节 军事刑法的特殊
原则第五章 军事犯罪的概念和分类第一节 军事犯罪的概念第二节 军事犯罪的分类第三节 军事犯罪与
相关概念的区别第六章 军事犯罪的构成要件第一节 军事犯罪构成概述第二节 军事犯罪客体第三节 军
事犯罪客观方面第四节 军事犯罪主体第五节 军事犯罪主观方面第六节 军事犯罪中的排除犯罪性的行
为第七章 军事刑事责任第一节 军事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军事刑事责任的根据第三节 军事刑
事责任的实现第八章 军事刑罚第一节 军事刑罚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军事刑罚的目的和功能第三节 军
事刑罚的价值和体系第四节 军事刑罚的裁量第五节 军事刑罚的执行第六节 军事刑罚的消灭第二编 危
害国防和益罪第九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概说第一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概念第二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构
成要件第三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的认定与处罚第四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的分类第十章 危害国防安全利益
方面的犯罪第一节 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第二节 阻碍军事行动罪第三节 故意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
、军事通信罪第四节 过失损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第五节 聚众冲击军事禁区罪第六节 
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罪第十一章 危害军队作战利益方面的犯罪第一节 战时故意提供虚假敌情罪
第二节 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第三节 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第四节 战时拒绝、故意延误军事订货罪
第五节 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第十二章 危害军队战斗力方面的犯罪第一节 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
军事设施罪第二节 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第三节 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第四节 雇用逃
离部队军人罪第五节 接送不合格兵员罪第十三章 危害军队声誉方面的犯罪第一节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
罪第二节 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第三节 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
印章罪第四节 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第十四章 危害战争动员秩序和兵役制度方面的犯罪第一节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第二节 战时拒绝、逃避服役罪第三编 军人违反职责罪第十五章 军
人违反职责罪概说第一节 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概念第二节 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构成要件第三节 军人违反
职责罪的处罚原则第四节 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分类第十六章 军事忠诚方面的犯罪第一节 投降罪第二节 
军人叛逃罪第三节 战时造谣惑众罪第十七章 军事行动方面的犯罪第一节 战时违抗命令罪第二节 隐瞒
、谎报军情罪第三节 拒传、假传军令罪第四节 战时临阵脱逃罪第五节 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第六节 拒
不救援友邻部队罪第七节 违令作战消极罪第八节 战时自伤罪⋯⋯第十八章 军事秘密方面的犯罪第十
九章 军事物品方面的犯罪第二十章 军事服役与管理方面的犯罪第十一章 军事人道方面的犯罪第四编 
国际军事刑法第二十二章 国际军事刑法概述第二十三章 国际军事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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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军事刑法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单行的军事刑法；二是与刑法合体编纂。
对于我国而言，1981年6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并于1982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是一部单行的军事刑法。
《条例》实施以来，对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教育军人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保护
国家的军事利益，巩固部队战斗力，促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军事法制建设的发展，部队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客观上需
要军事刑法做出相应的规范。
同时，国家和军队法制的健全，对军事刑法的适用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修改刑法时，国家立法机关从健全和完善国家法制建设的大局出发，在专
章规定危害国防利益罪的立法模式的基础上，最终将《条例》所规定的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作为一章
归人刑法典之中，并将原军职罪的罪名由原来《条例》所规定的28个增加到现在的31个。
可见，我国目前的军事刑法不是单行的军事刑法，而是与刑法合体编纂。
　　军事刑法从其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及其处罚。
这是军事刑法的核心内容，在部队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军人于职责之外的犯罪及其处罚。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人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及其处罚；二是军人的普通犯罪，如，故意杀人
罪、强奸罪、盗窃罪等。
从犯罪构成上看，虽然军人的普通犯罪与一般公民的犯罪相同，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其性质上的特殊
性。
一方面，军队是对外抵御侵略，对内保护人民的武装集团，它的特殊使命要求具有严明的纪律和严密
的组织。
军人的犯罪除了侵害其他客体外，还是对这一特殊纪律性和组织性的直接破坏，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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