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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至今已三十余年，1997年进行了全面修正，尤其最近对刑法又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修改，刑事法网日渐严密。
刑法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之相应，刑法学可谓是我国法学领域里起步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研究相对成熟的学科，涌现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愈加错综复杂，刑法学的研究日渐深入，但包括刑法学的基
础理论问题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大量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疑难案件亟待从理论上加以解决。
这就要求刑法学研究在积极吸取国外优秀成果的同时努力实现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对接，在
致力于对现行刑法规范进行注释解读的同时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手段从刑事政
策、犯罪学、国际刑法学等多角度拓展刑法学研究视野，并最终服务于刑法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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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行为机能之学说对行为概念机能的讨论始于对行为概念包容性的关注，因果行为论后期麦兹
格提出在行为概念中加入价值性因素，以确保因果行为能包含不作为行为，并同时提出了行为的二重
机能：第一，分类机能，即行为是刑法所规制的所有犯罪现象的最上位概念，其将自始不具有刑事处
罚可能性的事态排除在行为概念之外，为犯罪评价划定一个最初的范围。
第二，定义机能，行为概念是一切犯罪评价要素，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以及有责性赖以附加的
基础实体，其不仅是犯罪评价的客体事实，还是被加以评价标准的价值关系概念。
其后日本学者西原春夫、大谷实等也持二机能说，虽然用语上不尽相同，但范畴的实质内涵基本一致
。
　　行为三机能说的代表学者是社会行为论者麦和华，他认为行为概念应具有以下三种机能：一是作
为基本要素的机能，任何体系都是从一个基本要素开始，其他要素都是对这一基本要素的记述和评价
。
在犯罪论体系中，这一基本要素便是行为，因此行为概念必须是一个统一性的概念。
二是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
一般认为行为是违法且有责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则行为是展开犯罪判断的前提和基础。
在行为一违法一有责之序列判断中，行为居于连接判断阶层的结合地位，而且相对于不法、有责等评
价要素而言，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性。
三是作为界限要素之机能。
即行为概念应该为犯罪评价的客体划定一个最初的范围，其不仅要涵盖所有的犯罪行为样态，最重要
的是必须将根本不为刑法所关心的事物排除出去，这可谓是行为最具有实用意味的机能。
三机能说还有其他学者的观点，但也只是存在具体用语的差别。
这一学说可以说是行为机能的通说。
　　还有一种则是以日本学者曾根威彦为代表的行为四重机能说，即将三机能说中的基本要素予以细
化，将其分为理论体系建构上的基本要素机能和统一所有犯罪样态的统一要素机能。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米田泰邦所提倡的四机能说，除以上三机能说的观点外，基于回应法治国家“
无行为则无犯罪”的要求，提出了实质要素机能，即认为行为的本体构造是一般人所认为的社会影响
的惹起。
但是，行为的机能应该是行为概念在刑法学体系中的意义，而不是概念本身，所以这一实质要素的提
出有混淆概念和概念机能之嫌，因而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而少有论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大学牛牛牛博士提出行为概念的“排除性机能”、“批判性机能”、“统
一性机能”，并认为这三种机能正是其在犯罪成立理论体系中逻辑起点的体现。
所谓排除性机能，是指虽然行为概念具有这样的排除性机能，但并不是说行为概念是一个独立的、明
确的评价阶段，它的这种对犯罪性的排除只是间接地由排除规范性而得出的推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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