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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刑法，需要不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刑法理论？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我国传统的刑律，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直至清末借鉴日本刑法，制定《大清暂行新刑律》，
才有近代刑法出现。
在法律文化上，我国缺乏近代刑法理论的传统；而西方刑法理论，从贝卡里亚以来，特别是从费尔巴
哈以来，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段时间里，学派纷呈，学说林立，大师辈出，硕果累累，在刑法学的研究上，确有值得我们借鉴
之处。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陈家林博士撰写了《外国刑法通论》《外国刑法通论》。
　　关于外国刑法理论的著作，近几年来已经出版了若干种。
家林博士考虑到这种情况，在撰写《外国刑法通论》时，特别注意在新颖、深入、评议上下工夫。
首先在内容的新颖上，不仅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注意选择近几年新出版的或经修订的教材、专著，而
且注意采用这些著作中的新观点。
例如，《外国刑法通论》第六章第九节第三目“对客观归属论的批评与反驳”中，所引山中敬教授反
驳其他学者批评的意见，即来自其《刑法总论》（第2版）增加的内容。
又如《外国刑法通论》第十章第七节第十目“中立行为与帮助犯”论述中，介绍的山中敬的“事例类
型说”，系来自其《刑法总论》（第2版）新增的内容。
此外，对浅田和茂、井田良、林干人、高桥则夫等学者的著作的引用，在国内均属罕见。
因而看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在论述的深入上作者更给予高度关注，对刑法理论中的各种学说的争论，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绍
，非常有益于对刑法各种学说的进一步理解，例如，《外国刑法通论》第六章第七节第三目“行为的
基本形式”中，在论述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时，介绍了：1.形式的法义务说（形式的
三分说）；2.实质的法义务说：　（1）先行行为说；（2）事实上的承担说；（3）结果因果过程支配
说；3.机能的二分说：（1）“法益保护型”的义务类型；（2）“危险源管理监督型”的义务类型。
论述系统全面，内容不同一般。
又如，《外国刑法通论》第十章第三节第一目“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中，对两说分别作了深入
的介绍：对犯罪共同说介绍了：1.严格的完全犯罪共同说；2.完全犯罪共同说；3.部分的犯罪共同说
；4.数人数罪的犯罪共同说。
对行为共同说介绍了：1.传统的行为共同说；2.现代的行为共同说；3.柔软的行为共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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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国外最新论著为依据，以日、德刑法通说体系为主干，参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近代以来国外刑法思想的产生与影响、刑法学说的建立与流变、刑法判例的出现与演进
。
本书兼顾基础理论与学术前沿，既介绍了危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理论的演进、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中
立行为与帮助犯的关系等新问题、新学说，也对传统的刑法理论的各种争议观点作了细致的梳理。
本书资料翔实，详略得当，重要之处力求旁征博引、见细入微，次要之处则铁笔勾勒、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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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家林，男，1975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
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曾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外国人特别研究生。
已出版专著《共同正犯研究》、《不能犯初论》2部，发表论文40余篇。
教学科研成果曾获得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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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刑法规范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刑法规范作出不同的分类。
传统上人们将刑法规范分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
不过，现在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这种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也还存在其他一些分类方式。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刑法规范可以分为行为规范、制裁规范和裁决规范。
“只要犯罪不是单纯的事实性存在而是法律性存在，就必须充分注意并展开犯罪论中的法规范构造，
尤其是行为规范→制裁规范→裁决规范这种规范的论理构造。
”该学者并认为，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属于“实体论”的犯罪论，裁决规范属于“认定论”的犯罪论
。
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刑法上是否需要裁决规范这一范畴是一个问题。
但就结论而言，刑法学应该是‘实体论’的犯罪论。
裁决规范虽然本来是关于刑事程序的规范，但也可以包含在裁判规范之中。
因此，刑法上的（规范）还是应当限定为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的对立。
”　　还有学者将刑法规范分为行为规范、制裁规范与裁判规范三类。
“行为规范是以国民为对象并与其行为相关联，而裁判规范则是以法官为对象。
相对于此，制裁规范是这两种规范之间的媒介。
”不过这种分类方法“认为制裁规范也以行为人为针对对象，存在疑问。
”而且，它的分类标准是否统一也是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还是按照通说的观点，对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评价规范
与决定规范这三种分类逐一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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