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大法律评论（第1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大法律评论（第1辑）>>

13位ISBN编号：9787811395273

10位ISBN编号：7811395274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05出版)

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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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大法律评论（第1辑）>>

内容概要

《公大法律评论(第1辑)》讲述了：《公大法律评论》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组织编写，其使命是
繁荣警察法学，服务公安执法。
警察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其学科地位是否具有独立性，内容与框架如何界定，法学界意见不
尽一致。
有人认为，警察法学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因为如果从实务部门执法的角度和领域来构建法学学科，岂不是会产生大量与各相关执法部门相应的
法学学科，如工商法学、税务法学、城管法学等；也有人认为，从警察机关的性质及警察法学的内容
看，警察法学其实应是行政法学。
我们认为，划分法学学科的标准与角度不是单一的，具有多重性。
依据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学科的内容，固然可以划分为民商法学、刑事法学、行政法学等法学二级
学科；依据实务部门执法的角度和应用法律的领域，同样也可以划分为军事法学、审判学、检察学、
警察法学等法学专门学科。
理论上正确认识这种法学专门学科的独立学科地位，有利于法律学科的日趋完善，有利于实务部门更
好地执法。
事实上，这种法学专门学科的学科地位，从中国法学会这一全国性人民团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的
研究会组织体系建设上已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
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法学会所属研究会已达到40个，其中既具有宪法、民法、刑法、行政
法等学科研究会，也包括一批近年来相继成立的依托实务部门的审判学、检察学等专门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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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警察法学基础理论】论警察法学的学科地位执法为民理念研究试论社会转型期对警察权的限制警察
“见义勇为”刍议论宪法之分权制衡原则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的法理探析我国宪法文本变迁与宪法基
本原则的完善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理性互动中协调发展对科斯定理的几点思考略论法律的道德底蕴——
以古典自然法的视角完善我国人格权保障制度的几点建议传统的物权行为理论与崭新的物权法语境“
善意取得”、“表见代理”之“善意”比较【警察刑事执法】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中的罪与非罪问题
行刑社会化的刑法谦抑性依据职务侵占罪若干问题探讨论刑法作为义务与明确性原则刑事管辖权立法
比较研究论刑法中的“特异体质”问题刑事证明标准判例指导制度之确立论刑事公诉权的权利保护之
维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定位及实施方案试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追赃中的适用遵循构建和谐
社会基本原则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浅谈金融犯罪的罪数形态“过度维权索赔”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浅析
浅谈《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受贿犯罪主体的若干问题不作为犯罪之作为义务若干问题研究数额犯中
“数额”对认定经济犯罪的作用——兼论数额犯中“数额”性质及在犯罪既遂、未遂中的意义贷款诈
骗罪单位主体问题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界限及其罪名适用试论虚假破产罪空白刑法在经济
犯罪领域应用的理性探究公正呼唤警察出庭作证——以警察出庭作证的正当性为视角试论我国刑事法
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警察行政执法】治安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缺陷改造浅谈大型活动公
共安全风险评估户籍登记中姓名权问题刍议刍议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论警察行政自由裁
量权的控制与监督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我国行政诚信原则的私法基础【警察法
学教育、教学改革】论警察法学教育中宪法学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创新将“八荣八耻”融人法学课堂教
学刑法案例教学法若干问题研究——以公安院校本科教育为视角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方法研究试
论警察院校民法学教学改革【其他】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形成清代科举立法中的回避制度中日东海大
陆架划界原则论析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探析——兼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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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见义勇为与相关概念见义勇为行为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有时可能为一个简单的管理私人事务的行
为，而有时则可能表现为一个重大的抢险、救灾行为，有时又可能表现为一个制止违法犯罪的行为，
等等。
同时，见义勇为行为所维护的利益也具有多元性，可以是私人利益，也可以是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
益；在不同情形下，见义勇为的受益人也有所不同，有时是特定的民事主体，而有时则是国家或社会
。
在民法属性上，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有紧密联系。
但见义勇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又有别于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法律行为。
（一）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可以说，将见义勇为行为定性为无因管理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为他人进行管理或服务的行为。
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都是无法定或约定义务所为的行为，其宗旨都在于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推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都是值得推崇和提倡的。
并且以特定民事主体为受益对象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定性为无因管理，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可以适用无因管理制度加以调整。
但行为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为的见义勇为行为却不是无因管理，不能适用民法制度加
以调整。
无因管理与见义勇为有交叉重合的情形，但见义勇为不同于无因管理，其构成要件要比无因管理的构
成要件更为严格，内涵也更为丰富。
二者主要有以下区别：第一，见义勇为保护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
利，具体指向的情形为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伤害事故。
而无因管理指向的对象为他人的事务，包括有关人们生活利益的一切事项，可以是财产性的，也可以
是非财产性的，不包括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其范围仅仅局限于私人生活领域。
第二，无因管理是行为人在平常状态下所为的行为，而见义勇为是行为人在危难情形下实施的救助行
为，其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
第三，见义勇为法律关系中存在行为人、受益人和加害人三方当事人，无因管理中的当事人只有管理
人和受益人。
第四，无因管理人一旦开始管理，就不得中止，而见义勇为行为人在自身能力不济或出于同样危险的
情形时可以中止救助行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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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大法律评论(第1辑)》：本辑要目【警察法学基础理论】论警察法学的学科地位执法为民理念研究
警察“见义勇为”刍议【警察刑事执法】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中的罪与非罪问题行刑社会化的刑法谦
抑性依据职务侵占罪若干问题探讨【警察行政执法】治安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缺陷改造
浅谈大型活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警察法学教育、教学改革】论警察法学教育中宪法学教育理念与方
法的创新将“八荣八耻”融入法学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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