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2166158

10位ISBN编号：7802166152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中国方正出版社

作者：于志刚 编

页数：6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

前言

1995年1月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上网”也从
最初的时尚活动变成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网络犯罪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刑法学本是一门极具实践品格的社会学科，它和实践具有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罪情的
发展给刑法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另一方面，刑法在及时回应当下的实践性问题的同时，也在
不断地进行自身理论的更新。
然而在网络犯罪领域中，我们则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境地：新的网络犯罪现象层出不穷，而刑法理论
的回应却软弱无力，当研究网络犯罪的第一波热潮退去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在沙滩上没有留下太多
东西，刑法在打击网络犯罪时面临着重重理论困境。
今天人们在网络上经受纷扰的频率远远大于现实社会中可能遭受的侵害，但凡经常使用网络的人对此
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网络犯罪的猖獗和刑法相应规制手段的贫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网络空间和网络犯罪固有的技术因素成为理论加深性
研究的技术障碍，许多理论研究者囿于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只能对网络犯罪进行现象描述；二是没有
固守刑法的实践品格，没有建立真正的问题意识，只是凭借刑法的法条对网络犯罪进行虚假的理论推
演，其结果是，标靶在近前，弓箭却射到周围了。
本书以“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立法对策”为研究方向。
共同犯罪由于是多个主体犯罪合力的有机结合，往往能进发出更大的反社会能量，网络共同犯罪同样
如此。
另外，网络共同犯罪由于异化现象的存在，它比传统的共同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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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以“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立法对策”为研究方向。
共同犯罪由于是多个主体犯罪合力的有机结合，往往能进发出更大的反社会能量，网络共同犯罪同样
如此。
另外，网络共同犯罪由于异化现象的存在，它比传统的共同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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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网状结构的意思联络在共同犯罪中是最普遍的意思联络表现形态，它只表明了共同犯罪人之间意思联
络的物理形态，在网状结构的意思联络中，仍然区分出组织犯、实行犯以及主从犯来。
第二种结构是链式结构的意思联络，就像一条铁链，环环相扣，相邻的两个环之间有着勾通和联系，
每一环只与上下两个环形成联系，与其他环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整体上形成了完整的犯意联系和
犯意传递。
第三种结构是扇形的意思联络（也即“辐辏型”的意思联络），扇形的圆周边缘是共同犯罪的实行犯
，而扇形的中心是共同犯罪的组织犯或者教唆犯，相当于扇柄，它是犯意源发的核心，也是每一根扇
骨的内侧终点的交集，而扇骨则是实行犯与组织犯或者教唆犯之间的意思联络，每一根扇骨的外侧终
点就是实行犯或者帮助犯，扇形结构的意思联络多发生在犯罪集团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扇形结构的极端形式也可以称为伞形结构，就像一把伞，每一根伞骨只与伞轴发生联
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伞形的中心是共同犯罪的组织犯或者教唆犯，相当于伞轴，它是犯意源发的核心，也是每一根伞骨的
内侧终点的交集，而伞骨则是实行犯与组织犯或者教唆犯之间的意思联络，每一根伞骨的外侧终点就
是实行犯或者帮助犯，伞形结构的意思联络也多发生在犯罪集团中。
网络空间中的共同犯罪，尤其是聚众性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多以单向的扇形结构形态出现，而且在
犯意联络上表现出了很强的模糊性与松散性；而已经形成“产业链”的违法犯罪，在每一个单独链环
上往往呈现出的仍然是扇形物理结构，但是，在整体产业链上则呈现出一个宏观的链式结构。
笔者认为，对于网络共同犯罪意思联络的认定，理论上没有必要拘泥于是相互沟通还是单向沟通，关
键是考察意思联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考察在此种不完整的意思联络下能否形成完整的共同故意。
二、网络共同犯罪中的犯罪行为独特性共同犯罪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在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共同
实施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
①网络共同犯罪行为，在行为发起、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较之传统共同犯罪显著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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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司法部2007年度国家政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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