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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本质上是一部刑法法益保护法。
刑法法益是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
刑法法益的学说虽然肇始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时期，但是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
度都有其刑法法益的特定内涵和外延。
本书考察了其历史沿革、刑事立法体现、西方刑法法益的分类之后，对刑法法益的横向结构和纵身结
构作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刑法法益与不同层次的刑法学范畴之间的关系。
刑法法益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法律概念。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引入罪客体的基本内容，从社会危害性的“质”和“量
”两个方面进一步明确犯罪的本质。
同时，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内容和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形成犯罪成立的动态、多层次的要件，即符成
立模式，逐步收缩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最佳功能，以适应当前我国依法
治国的国策和司法实践中实行控辩式诉讼机制的改革需要。
本书分析了刑法法益在的实质标准，而且具有对刑事立法的合法性评价作用，为了弥补刑事立法的不
足，刑法法益还是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立法精神、准确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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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后盾，又名丁泽芸，1969年7月4日生，安徽庐江人。
专科毕业，做过外语老师、机关职员、外企业务主管，1992年曾在南京大学进修学习，1993年8月入郑
州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6年7月获法学硕士学位并被分配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授予二级警司
，同年9月入学北京大学，1999年7月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法学研究》、《人民检察》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编《中国刑法论》、《中国暴力
犯罪对策研究》、《计算机犯罪及对策》等教材著作20余部，合译《刑罚理念的批判》，个人著有《
金融电脑犯罪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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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这几种观点，其各自采取的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同。
肯定刑法法益不仅包括刑事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护的利益，而且包括刑事法律规定以外的，被法律承
认的道德上、宗教上和文化上的利益，从广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从犯罪和刑法产生渊源来看，一部分
犯罪(尤其是风俗犯罪等)就是将严重的违反道德习惯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的，现实世界各国刑事法律也
都不同程度地将一些严重违反道德的需要用刑罚加以防治的行为进行犯罪化，如法国、德国等国家刑
法中的见罪不制止、见危不救罪等等，实质上是将遇见正在侵害或危及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履
行特定的道义或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化了。
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刑法法益保护的利益是广泛的，涉及到政治、经济、道德、宗教、文化等诸多方
面，然而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这么广泛的利益是需要经过刑事法律进行选择的，虽然经过刑事法律选择
，在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下，刑法法益就只能限于刑事法律明文规定保护的利
益，任何超越法律之外的利益冠以刑法法益之名会有滥觞刑法法益概念之虞。
持罪刑规范就是文化规范的观点，实质是将刑法法益的内容归结为文化利益，我们认为，刑法也是保
护文化利益的手段之一，但是刑法法益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利益，罪刑规范也不能归结为文化规
范，因为(1)以所列举的几种犯罪来看，多属于西方学者所称的传统的自然犯。
这些犯罪在人们心目中无论有无法律的规定，它们都应该受到制裁。
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所谓的自然犯实际在法律规定以前就存在。
或者说关于自然犯的文化规范先于罪刑规范而存在；依次推论，西方学者所称的法定犯则不然，这种
犯罪只有法律规定才能存在，于是法定犯所侵犯的利益是不会先于罪刑规范而存在的。
(2)刑法法益与罪刑规范谁先谁后的问题，不能简单定论，在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那里各有不同。
在立法者眼里，首先要认识的是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然后再制定刑法规范来体现刑法法益；在司
法者眼里，他们需要掌握和理解的是罪刑规范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确之处才有必要分析蕴含于法律条
文之中的利益①；在守法者眼里，他们所关心的是最终的具体利益的得失，而不管抽象罪刑规范和刑
法法益如何，是一种个别公正和功利的直接判断②。
我们认为刑法法益和罪刑规范之间是一种表和里的关系，应该从两个方面把握，从本体论角度，刑法
法益先于罪刑规范而存在，它存在于社会之中，通过由里及表的思路，立法者只有确定了刑法规范所
保护的利益，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立法；从认识论的角度，人们是通过罪刑规范才能分析其需要保护
的利益，由表及里。
遵循这两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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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北京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追求思想与学术的统一：以思想启迪学术，以学术传递思想；思想栖
息在学术中，学术浸润在思想里，开一代风气之先。
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点在北大学风的熏陶下，以推动我国刑法现代化，推进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为使命
，　自1990年建点以来，推出了一批在思想性与学术性两方面均颇有建树的博士论文。
这些论文，除个别已经公开出版以外，其他均未能面世，殊为可惜。
有感于此，经与中国方正出版社联系，这些博士论文以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的名义正式推出，使
之成为社会共享的刑法理论资源。
　　刑法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问。
尤其是随着我国刑啦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发展，刑法理论本身也不断更新。
可以说，没有刑法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科学的刑事立法与自觉的刑事司法。
北大刑法学博士点历来注重刑法理论的研究，前承蔡枢衡先生、甘雨沛先生等老一辈刑法学家的学术
思想，将刑法的研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视域，古今中外相观照，以提升刑法学的理论水平。
同时，北大刑法学博士点亦十分注重刑法学的应用性，关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力求解决立法实践
与司法实践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从而使刑法理论立足于实践，在实践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北大刑法学博士点在博士生的培养中，坚持上述原则，并反映在博士论文当中。
从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内容来看，有一些属于理论性的论题，作者能够运用刑法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取得了前沿性的研究成果。
有一些属于实践性的论题，作者能够面对立法与司法的现实，选取某一个角度，从理论上加以研究，
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还有一些是专门研究外国刑法的，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作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对我
国刑法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北大刑法学博士点秉承刑事一体化的原则，除了刑法以外，研究方向还包括犯罪
学和监狱学。
因此，在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也包括犯罪学和监狱学的博士论文，在该领域内部处于领先的学术地位
。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持久努力的事业；同时，学术研究又是一项集体共同的事业。
北大刑法学博士点就是这样一个刑法学研究基地，在向社会不断输送人才的同时，也使博士点本身不
断发展壮大。
这套刑法学博士文库，正反映了北大刑法学博士点的理论实力。
她不仅包含着各位作者的智慧，也凝聚各位指导教师的心血，　可以说是师生共同的学术成果。
现在，将这些博士论文出版，也正是为了检验北大刑法学博士点的学术水平。
我们相信，随着更多年青人取得博士学位，将会有更多的博士论文收入文库，从而为我国刑法理论研
究贡献一分力量。
　　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组成编委会，逐年出版本
博士点通过的博士论文。
但愿这些博士论文能够成为学术上的新生力量，不断地激活刑法理论。
如此，则设立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初衷如愿矣。
　　《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编委会　　1999年夏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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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之一，此丛书由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组成编
委会，逐年出版博士点通过的且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两方面都具有建树的博士论文。
希冀使之成为社会共享的刑法理论资源，为我国刑法理论建设贡献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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