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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止犯理论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在借鉴德日等国相吴理论的基础上，从比较分析
中止犯的概念入手。
对中止犯的立法理由、中止犯的成立条件等核心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止犯”一词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指犯罪的中止形态；二是指犯罪人。
卽中止眷。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中止犯概说；第二章，中止犯的立法理由；第三章，时间性；第四章，自动性(任意性)；第
五章。
中止行为；第六章，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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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2001年6月至2002年11月赴日本学习。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与比较刑法学。
曾参著新编法学核心课系列教材《刑法学分论》等著作；在《法学》、《法商研究》、《中国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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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中止犯的类型与存在范围  　　一、中止犯的类型  　　二、中止犯的存在范围  第二章 中止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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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有效性之地位  　　一、德、日的相关讨论与评述  　　二、我国的相关讨论与评述  　第二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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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第三节 与有效性相关的特殊问题  　　一、准中止犯问题  　　二、结果已发生能否成立中止
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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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有关心理责任论的学说。
德国学者Zachariae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以前就从心理责任论的立场出发，认为中止使未遂的有责性消灭
。
他指出，“作为未遂的可罚性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与法律相抵触的外部行动，二是违反刑罚法规
的恶的意思。
因此，未遂的刑罚是以上述两个本质的要件统合下的一个行为为条件的。
以此为前提，如果上述两个要件中任何一个被回溯废弃或否定，那么可罚性就必然消失。
外部的行动不能被回溯，而与外部的行动不同，意思可以被回溯废弃。
人的意思即行为人行动的目的一旦达成，那么意思与由这种意思所产生的外部的行动或结果，就成为
一体，统合为一个行为。
这时就不存在意思的废弃问题。
与此相对，如果行为人在中途停止，并变更或放弃其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既存的意思可以因被回溯
而失去意义”。
也就是说，要承认未遂的可罚性需要违法的外部行为与恶的意思，如果因中止而变更、放弃恶的意思
时，这种恶的意思就被回溯，就会因欠缺后一可罚性要件而对未遂变得不处罚。
　　但是，这种学说却有决定性的错误，即认为与外部的行动不同，意思可以被回溯废弃。
对此，小野博士批判说，“从经验上来分析犯罪事实的话，犯意是一种心理的事实。
只要着手犯罪，这种心理的、物理的事实就永远是一个事实。
认为它可以废弃只不过是一种拟制而已”。
也就是说只要意思也是一种事实，就不可能回溯废弃。
　　（2）有关规范责任论的学说。
威尔泽尔在近期通过肯定规范责任论来提倡责任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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