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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刑法学在建国初期创建之后，虽然曾因政治运动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但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开始复苏，并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
尤其是晚近20年来，刑法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成果迭出，成绩斐然，从而成为公认的我国法学领域
最为发达的主要学科之一。
在新中国刑法学创建以来的50多年间，共出版著作近3000部，发表论文数万篇。
面对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结其成就，反思其得失，从而为刑法学的进一步开拓发展提供导向，显
得异常迫切。
这就需要加强对数十年来刑法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将体现刑法学发展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代表
性研究成果，从发表在数以百计的报刊和文集上的浩如烟海的论文中精选出来，按照专题汇编成册，
从而为今人的研究、学习提供了便利，也为后人保留了有代表性的研究资料。
　　以高铭暄、赵秉志教授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刑法学研究团队，在潜心刑法
理论研究的同时，历来都非常重视刑法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汇集，多年来在此方面曾推出了数部非常
有影响的学术资料荟萃书籍，如《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6）》（高铭暄主编，河南人民
出版社1986年版）；《刑法修改研究综述》（赵秉志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刑法争议问题研究》（赵秉志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高铭暄
、赵秉志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
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刑法学的新动向》（刘志伟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等等。
　　　为承袭前述著作的成功经验，汇集近年刑法学术的前沿论述，赵秉志教授等学者在中国人民大
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工作时，就曾酝酿编撰一套系统整理建国以来刑法学研究成果的著作，但因
故未能付诸实施。
2005年8月，赵秉志教授、卢建乎教授等数位学者首批加入北京师范大学并创建了全国首家实体性的刑
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随后，经过多次研究和论证，决定组织精干队伍，编撰出版《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
该文库将刑法学各个重要问题的有关内容分别编辑成册，系集专题述评、代表性论文精选、研究论著
索引为一体的大型学术工具书。
它既是全面展示新中国刑法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刑法学研究者、学习者从事刑法学研究和学
习的捷径，还将为刑事法实务工作者集中提供权威或有价值的指导或参考。
为保证本文库高质量地及时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学研究团队给予了高度的重
视，并精诚团结，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聘请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教授，研究院特聘顾问教
授马克昌、王作富、储槐植先生担任本文库的学术顾问，组成了由院长赵秉志教授担任主任，常务副
院长卢建平教授为副主任，李希慧教授、黄风教授、张远煌教授、刘志伟教授、王秀梅教授、李汉军
教授等为成员的编委会，负责文库的策划、作者的确定以及指导解决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
设立由刘志伟教授为主任，阴建峰副教授和左坚卫副教授为副主任，讲师黄晓亮博士、刘科博士、袁
彬博士，博士生周国良、杜邈为成员的编辑部，负责协调有关编辑与出版事宜。
文库的编写队伍主要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部分博士后、博士生以及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部分博士生组成。
其每一册均由对相应专题有研究专长或研究兴趣的教师、博士生或近年毕业的博士担任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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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应直接定抢劫罪。
这是指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被人发现或发现现场有人或者遇到了反抗等阻力，不是出
于窝赃、拒捕或者毁证的目的，而是出于临时转变的强行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当场以暴力或者暴力
威胁手段来非法夺取财物，此时完全具备1997年刑法第263条典型的抢劫罪主客观构成特征，应直接按
第263条抢劫罪定罪判刑。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案件：李某在乘坐火车途中，遭扒手行窃。
李某当即抓住扒手。
扒手掏出匕首刺向李某，抢得财物扬长而去。
此案属典型的抢劫罪，因为扒手实施暴力的目的不是窝赃、拒捕或毁证，而是强行夺取财物。
因此，不应定性为准抢劫罪，而应直接依1997年刑法第263条抢劫罪定罪量刑。
　　其二，应定为杀人罪、伤害罪等。
这是指行为人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不是出于第269条规定的窝赃、拒捕、毁证的目的，
而是出于灭口、报复等其他动机杀害、伤害他人的情况。
例如，有这样一个案件：某甲趁同厂工人某乙全家晚上去看电影之机，带匕首、钳子撬开乙家屋门，
盗得数码DVD-台，当甲拉开房门准备离去时，与70岁退休女工某丙相遇。
某丙停步看了某甲一眼，甲即用匕首突然向丙头部击去，致丙倒地，造成重伤，甲提数码DVD逃走。
后查明甲与丙并不认识，甲供认之所以打丙头部，是因为丙看了他一眼，要打昏丙使丙看不清他的面
貌。
对此案的定性，存在三种意见：有观点认为应直接定抢劫罪；有观点认为应适用1997年刑法第269条，
以准抢劫罪论处；另有观点认为应定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
我们赞同最后一种观点。
因为，甲的暴力并非夺取财物的手段行为，所以不应直接定抢劫罪；甲实施暴力的目的也并不是窝赃
、拒捕或毁证，而是灭口。
因此，不宜直接定抢劫罪；后行的暴力伤人定为故意伤害，实行数罪并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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