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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10年度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书中收录了《社会危害性概念解释论》、《社会危害性特征在
罪刑法定理念下的位移》、《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及其适用研究》、《论犯罪构成视野中社会危
害性的重构》、《社会危害：罪刑规范设置的实质标准》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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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第一编　社会危害性理论问题研究　　社会危害性概念解释论　　社会危害性理论研究中的若
干争议问题梳理　　社会危害性特征在罪刑法定理念下的位移　　社会危害性的本体论辩证　　犯罪
本质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矛盾结构　　浅论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容　　社会危害性的内涵及其考
察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价值　　社会危害性理论价值的辩证分析　　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及其
适用研究　　浅论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联系性　　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局限分析——重视人身危险性在刑
法中的地位　　社会危害性理论否定论与法益侵害说的规范检讨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
及其解决　　也论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缺失——以社会危害性为视角　　论犯罪构成视野
中社会危害性的重构　　论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实质刑法观的关联关系与风险防范　　论社会危害性的
出罪功能　　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内在关系　　危害行为的多重评价及其矛盾——
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分析　　社会危害：罪刑规范设置的实质标准　　社会危害性的再认识——以
刑法的调整对象为视角　　社会危害性理论质疑之实践检视　　社会危害性概念误读解析与衡量标准
重构　　社会危害性理论批判之初步反思　　论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核心地位　　论社会危害
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地位　　社会危害性理论之刑法地位探究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辩正
　　凌驾于犯罪构成之上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及其出路　　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构成　　社会危害性理论
的司法运行考察——兼论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存废之争　　社会危害性理论问题研究——基于俄罗斯犯
罪客体的考察　　社会危害性理论反思中的犯罪预备立法研究　　社会危害性视野下的定罪标准问题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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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刑法从一开始为革命政权建设服务到今天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
障，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进步与人权观念勃兴的艰难过程承载了每一个刑法学者的热切期盼。
不可否认，我国在法治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怎能无睹国家60余年的法治进程！
将社会危害性理论纯粹视为一种宏大政治叙事的观点显然是无视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法治进步
事实，是一种还停留在革命时代的僵化观点。
（二）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功能进行解释的基本立场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定罪中。
对社会危害性功能的解释要站在有利于被告人的立场厘清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既要与我国
通行刑法理论保持一致，又要充分发挥社会危害性理论阻却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
首先，对社会危害性功能的解释不能背离我国现行刑法理论。
我国刑法通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构成的实质与基础，而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具体化、类型
化，两者在定罪中各自发挥着实质判断与形式判断的作用，并且相互补益。
这是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功能进行解释必须遵循的逻辑前提。
从刑法学科自身的理论发展来讲，学者们从危害社会的事实行为中提取出构成犯罪必备的共同要素，
把这些要素整理归纳形成类型化概念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将这些类型化概念排列组合成一个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作为司法实践中定罪的标准，即形式模型来源于行为实质；从刑事立法来
讲，社会危害性是立法者在类型化犯罪要素时所参照的根本标尺，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依据。
不同法系国家的刑事立法均是如此。
由于历史背景、阶级立场以及思维习惯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分别强调犯罪的实质方
面和形式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者认为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简单的、不言自明的知识，在
规范的更高层次上没有必要再重申这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者则认为这是回避事
物本质的虚伪做法，从而将社会危害性置于无比崇高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行为的危害性都是立法
者设立刑法时笃定内心确信的根本标尺；从定罪的司法实践来讲，法官并不单纯凭借直观观念和道德
水准所感知的社会危害性去判断行为是不是犯罪，而是严格按照规范性的犯罪构成去操作，也就是说
，形式操作模型虽然来源于行为实质，然而一旦进入司法视野，形式判断就是主要的入罪标准，而社
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主要体现在出罪功能上，即实质判断补益着形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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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理论与实务热点聚焦(套装上下册)》：上卷，第一编社会危害性理论问题研究，第二编刑罚结
构的调整与相关制度研究，第三编死刑立法控制问题研究，下卷，第四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
第五编毒品犯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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