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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哲学》一书中的中心论题是：刑事责任一般原则的阐释和适用，应当以道德和政治哲学为前提
。
在总体上肯定英美正统的刑法理论的基础上，胡萨克重点论证了自己对英美正统刑法理论的批判和突
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正义、权利、道德政治哲学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二是关于犯罪行
为与控制原则的关系。
　　胡萨克刑法哲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是“正义的需要”，而正义则是保证公
民的基本权利，“整个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核心是限制国家当局滥用刑罚”，违反了这一原则就是对
人权的侵犯，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胡萨克是反对分析主义法学理论的，他认为离开了道德和政治哲学，刑法理论就是可悲的。
一类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当然应当由法律来规定，但是为什么法律可以将此类行为规定为犯罪，这
就必须由道德和政治哲学来解决。
离开了道德和政治哲学，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将一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将一些行为不规定为犯罪。
　　胡萨克最具特色的刑法理论，是其关于犯罪行为和控制原则关系的论述。
胡萨克猛烈批判犯罪行为在犯罪构成中的核心地位的观点，认为“无行为即无犯罪”的思想固然有其
合理性，但却存在问题。
针对不作为犯、身份犯、持有犯等刑事责任问题，胡萨克认为，没有犯罪行为就不会有刑事责任的思
想，无法解释不作为犯、身份犯、持有犯的刑事责任问题。
为此，他提出了“无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命题，并主张以“控制原则”取代犯罪构成中的行为要件。
　　胡萨克在批判了英美正统刑法理论存在的诸多问题后，提出了其“控制原则”的刑法理论。
所谓“控制原则”，是指“把刑事责任施加于人们无法控制的事态即为不公正”。
其核心内容就是：一个人如果不能防止事态的发生，就是对事态不能控制。
而所谓“事态”，按照胡萨克的解释，就是指责任所针对的一些难以确定的事情。
“如果事态是行为，他应该能够不为该行为；如果是后果，他应该能够防止其发生；如果是意图，他
应该不具有这个意图等。
”反之就违背了“控制原则”，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这样就解决了“不作为”、“无意识”、“身份”、“持有”这些概念给犯罪行为要件在犯罪构成理
论中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困惑。
只要行为人对事态应该控制而且能够控制却没有控制而致事态发生了，就可以认为其违反了刑事法规
。
关于“不作为”，胡萨克认为人们对不作为产生的后果和对积极的作为产生的后果应有同样的控制，
其将重点放在对危害后果的控制这一法定义务之上。
关于“身份犯”，胡萨克认为，人们应当对能够控制的身份有义务加以控制，以免发生危害社会的后
果，否则就应当承担责任。
关于“无意识”行为，无意识当然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在“自己引起的无行为能力”的案件中，
如果行为人预见到将发生无意识的情形而不采取合理的步骤来防止危害后果，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思想”，刑法当然不能处罚单纯的思想，但是，对未遂犯、预备犯就很难说不是在处罚思想。
　　可以说，胡萨克的基本立场就是：修正的刑法理论不应当全盘抛弃英美正统的刑法理论，但应当
重建刑法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紧密关系，抛弃刑事犯罪构成的二元结构模式，代之以控制原则为核心
，并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统一于控制原则。
　　综上所述，虽然胡萨克的修正刑法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道德和法律关系的问题，其控制原
则也无法解释“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做出另外的行为，而不是做他已做出的行为。
”但是，胡萨克的《刑法哲学》仍不失为英美刑法理论的经典之作和研究犯罪构成理论的必备之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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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胡萨克及其《刑法哲学》一、正统的刑法理论  （一）刑法改革之必要  （二）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
三）描述性的刑法理论  （四）规定性的刑法理论二、对正统刑法理论的评述  （一）正义与权利  （二
）权利与刑法理论  （三）多余事项与内在联系  （四）黑、白与灰影三、正义与刑法理论  （一）功利
与刑法理论  （二）证据与刑法理论  （三）自由裁量权与刑法理论  （四）原因自由行为四、犯罪的客
观构成  （一）评价的障碍  （二）无行为的刑事责任  （三）控制  （四）对控制的论辩五、犯罪的主
观构成  （一）犯罪的正统模式  （二）法律与道德责任  （三）刑事疏忽  （四）何时适用“严格责任
”  （五）分段审判和精神病辩护  （六）无关的动机六、不作为、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一）实质上
的不公正  （二）不作为能够成为原因吗  （三）因果要件  （四）无因果性的刑事不作为  （五）作为
和不作为之间的区别七、实体辩护  （一）辩护分类  （二）分类的优点  （三）分类上存在的问题  （
四）举证责任  （五）可归罪的过错八、道德的强制推行  （一）令人迷惑的反常现象  （二）错误的开
端  （三）危害性  （四）自由主义与中立性英汉专业术语对照参考文献《刑法哲学》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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