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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刑法学术年会文集（2012）：刑法与宪法之协调发展（套装上下册）》主要内容包括：当
代中国刑法与宪法协调发展——以纪念82宪法颁行30周年为背景、论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当代中国
的宪法发展与刑法适用——以人权为视角的考察、简论刑法与宪法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犯罪为切
入点、统合宪政模式与刑法社会化的实践阐释、论刑法的“合宪性”、刑法合宪性若干问题研究、论
刑法的宪法制约、论宪法对刑法的引导、论宪法是刑法的直接渊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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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合宪性解释的立场与路径
通过刑法解释宪法的可能性路径探讨
刑法解释的立场与人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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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法治导向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而言的一种治理模式。
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阐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
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允许市场主体根据对市场的判断自主地进行
商品、服务的生产与交易。
为明确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及边界，确保市场行为的有序运作，使市场主体对自身及他人行为具有起
码的预测可能性，需要有制定良好的并得到有效执行的法律，以维系市场秩序。
因为“现代市场交换是一种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换。
如果不是以一套正式的规则来监督执行，就会导致普遍的失范，一切都会乱套。
所以，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化，法治建设的必要性日益迫切。
1999年修改宪法时，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如今，法治已经成为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人权导向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种道德权利。
人权具有应然性，并不等同于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可能部分为法律所规定，但却不限于法律所规定的
内容。
人权既是人性的内在需求，也是市场的必然要求。
在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我国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对土地权利的保护。
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对土地的流转与征用补偿问题丝毫没有涉及。
1988年通过的第一个修正案肯定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
”2004年修正宪法时，对土地征收征用的补偿问题作了规定，将宪法第10条第3款修改为：“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 二是强化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时，在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
的所有权。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按照当时的观念，私营经济尚无存在的宪法空间，宪法所保护的私有财产限于生活资料，不包括生
产资料。
2004年修正宪法时，对宪法第13条关于财产权的内容作了修改，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
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私有财产的保护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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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刑法学术年会文集(2012):刑法与宪法之协调发展(套装共2册)》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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