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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11版）》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依法治国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设置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的报告，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八所高校首批试点招收攻读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到今年在校生规模已达一千八百余人。
1998年，在开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上，又首次开展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工作
，全国千余名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系统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在职干部及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
专业法律人员参加了学习。
目前，经批准有权开展这项工作的培养单位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
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郑
州大学、黑龙江大学、湘潭大学等22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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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第三部分 中国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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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刑法的概念刑法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在我国属于基本法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具有最高法
律效力的根本法——宪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是为一般人接受的刑法的形式定义。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给刑法下定义应揭示其阶级实质，也称实质定义，故刑法是指掌握国家
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并应科以什么样的刑罚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
　　刑法在形式上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狭义刑法，即中国的刑法典，它是由最高立法机关
颁布的完整而系统的有关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规定。
广义刑法是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切形式的法律规范，其中包括刑法典，同时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
刑法的形式。
单行刑法是针对某种或某几种犯罪和刑罚单独制定的专项刑事法律，例如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附属刑法是指非刑事法律中的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中关于刑事法
律条款的规定。
　　刑法作为法律中的一个部门，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一）刑法在保护的利
益与调整的对象上其范围比其他法律部门广泛　　刑法所调整的是由犯罪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所
保护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社会的公共安全利益、法人和自然人的经济利益、公民的人身权利
与民主权利、社会的管理秩序等，范围极其广泛。
其他法律所保护的只是特定的社会利益，调整的是某一方面特定的社会关系，范围较窄。
例如，民法所保护和调整的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及
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
　　（二）刑法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方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　　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的方法同一
切犯罪行为作斗争，对违反刑法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法律则各有自己的任务以及实现其任务的方法。
例如，民法的任务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在法律上权利平等，如一方侵权，则承担民事责任，
用民事赔偿等方法解决。
　　（三）刑法的强制力程度较其他法律的强制力程度严厉得多　　具有强制力是所有法律的共同特
点，任何违法者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应有的处罚。
例如，违反行政法规，则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罚款、警告、吊销营业执照，等等），行政
处罚中最严厉的莫过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但是，违反刑法构成犯罪的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受到的刑罚处罚则是相当严厉的，对犯罪分子可以
剥夺其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
刑法的这种强制力，是其他法律所没有的。
　　二、刑法的目的和任务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都是有目的的，我国的大多数法律也都规定了目
的，常表述为：“为⋯⋯制定本法（或本条例）”，这是关于制定该部法律的目的的规定。
我国《刑法》在第1条、第2条中均体现了关于刑法的目的的规定，这就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在《刑法》第1条中规定的“保妒人民”即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惩罚犯罪则不是刑法的目的本身，而
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手段。
在《刑法》第2条中通过对刑法的任务的规定体现刑法的目的，即运用刑罚同各种侵犯人民的利益的
犯罪行为作斗争从而实现刑法保护人民利益的目的。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
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
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

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　　这一规定从以下四个方面指明了我国刑法承担的具体任务：　　（一）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
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的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的实现，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涉及国家生存发展的大问题。
对犯罪分子的叛国行为、分裂国家行为、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必须
用刑罚的方法坚决予以惩办。
因此，我国刑法将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列为首项具体任务。
　　（二）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国有财产和劳动
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公共财产的主要成分，它们是我们国家日益繁荣强盛的物质基础，是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基本保证。
2004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受宪法保护。
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包括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
的生产资料；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包括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
产。
它们是公民正常生活和从事生产、工作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是公民个人创造幸福生活的物质保证。
无论是公共财产，还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都对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刑法在分则中设“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等专章以及“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专节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这是刑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人身权利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包括生
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身自由权等，它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
刑法规定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处以严厉的刑罚，确保公民的人身权利
不受侵犯。
民主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法律规定享有参加国家管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以及其他民主
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国家机关作人员的批评权、控告权、申诉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等等
。
刑法坚决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规定以刑罚的手段惩罚破坏选举、报复陷害、非法剥夺宗教
信仰自由等犯罪。
其他权利，是指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外的权利，如婚姻自由、家庭成员应享有的平等权、受
扶养权等。
刑法规定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重婚、虐待、遗弃等犯罪，使公民的其他权利也切实受到保护。
因此，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是刑法的重要任务。
　　（四）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
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社会秩序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保障人民正常工作、生产
、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秩序也是国家继续发展和改革的必要保证。
经济秩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必要保障。
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刑法在分则中设“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等专章，惩罚破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以实现刑法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任务。
　　三、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一）刑法的体系　　刑法的体系指的是刑法的组成和结构。
我国刑法的整体框架是总则、分则、附则三个部分。
从所规定的内容看主要分布在总则、分则两大部分中。
从序列看，总则为第一编，划分为章、节、条、款、项层次；分则为第二编，划分为章，除第三章、
第六章分节外，其余章下直接是条、款、项的结构；附则不分编、章、节，仅含一个条文。
　　我国刑法总则分设五章：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本章不分节，只含具体
的法律条文，有些条文中有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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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犯罪”，下设四节，每节中含具体的法律条文，有些条文中有款的规定。
第三章“刑罚”，下设八节，每节中含具体的法律条文，有些条文中有款的规定，还有少数条文有项
的规定，项是设于某些条或款之下的，用“（一）、（二）⋯⋯”编码表示。
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下设八节，每节中含具体的法律条文，有些条文中有款的规定，少数条
文有项的规定。
第五章“其他规定”，本章不分节，只含具体的法律条文，有些条文下设款、项的规定。
　　我国刑法分则分设十章：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本章不分节，只含条、款、项的规定。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本章不分节，只含条、款、项的规定。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本章下设八节，每节之下含条、款的规定，有一些条文还
设项的规定。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本章不分节，一般只含具体的条、款规定，少数条文含
项的规定。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本章不分节，一般只含具体的条、款规定，少数条文含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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