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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荀子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学术的进步，学术的昌明，即在于学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前进。
今人之学术成就，以前人之学术成就为基础，又为后人提供向前、向上迈进的阶梯。
刑事法学术的演进过程，虽一时断流，几近干涸，然其勃勃生机却于今日重新焕发，目下充栋之成果
亦显现这一学术的生命脉络。
30年来，刑事法学之进步，是古今中外学术积累之重现及延伸，只是在30年的集中进发，看似一日千
里，实际上仍是继续积累和前进的过程。
积累，必然意味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同时也鼓励推陈出新，提倡有突破性的研究，反对简单重复
、无病呻吟、华而不实、盲目照搬。
学术研究，虽然难免受政治的影响、利益的诱使，但学术研究当有其自身之道，亦秉承其独有的价值
。
学术研究，当有其中立的立场、济世的信心、客观的批判、不断的自省。
学术的纯粹性，并不意味着自闭于象牙塔内自欺欺人，而在于能在纷繁之中保持独立而自主的立场，
这也是社会赋予学术研究崇高地位的使命所在。
法治的进步也在于不断积累。
民国时期，只见法制之近代化，不见法治的近代化。
过去30年，法制建设成绩斐然，而法治仍“路漫漫其修远”。
法治进步，既要克服因历史而形成政治、文化上的惯性阻碍，又要应对中国本土之社会诉求，因而其
缓慢发展自有其客观原因。
我们相信，只要不断积累有利于法治的积极力量，并使之形成促进法治发展的有力因素，社会主义法
治会在某一天有跃进式的发展。
法学学术之进步，是法治进步的精神主导和动力，为法治进步设计“路线图”。
学术的力量，在法治建设中会日趋壮大，而学术亦应坚持自身之道并有这样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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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2005年11月至200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34次“刑法名家讲座”
、6次“明德刑事法论坛”活动中，精心挑选的部分国内外刑事法专家、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
学楼讲演的文稿或录音整理稿，按时间先后顺序汇集而成。
主讲人大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望。
将这本讲演录呈现给读者，既是对他们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推广，也是中心履行其设立宗旨和承诺的
一项活动。
编者们希望，中心提供的舞台不仅面向校园，面向学术界，也能够面向社会，时时刻刻与公众形成共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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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理念面对各种新型犯罪的刑法刑事立法解释的疑问刑法解释“溯及既往”的效力
——兼谈刑法适用的逻辑路径日本刑法的共犯基本问题量刑与刑的量化——兼论“电脑量刑”德国犯
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我国死刑制度的基本理念美国监狱状况与服刑人员权利保护罪刑法定原则与
刑法扩大解释完善死刑核准制度的几个问题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的变革与反思刑事一体化——刑事
一体化的观念和方法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批判性清理死刑政策的司法运用亚洲的法律、社会与死刑论量
刑的精确制导中国死刑制度刑事一体化的改革——以司法为视角刑法上应否承认过失共犯的概念医疗
行为与患者同意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最近的动向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日本死刑存废
论的最新动向犯罪概念：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荷兰刑事司法制度中检察官的职权刑事人格化构想比较
法角度与国际视野下的量刑问题——国际量刑与刑法比较：我们所知的以及我们需知的犯罪构成体系
之争日本刑罚是重还是轻荷兰王国的刑事处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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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对各种新型犯罪的刑法主讲人：哈塞默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刑事科学和法哲学研究所教授、联邦
宪法法院副院长、第二大法庭庭长时间：2005年11月26日主持人：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翻译：冯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状况大约自20世纪70年代起（而并非是通过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才引起的），在德国以及在整个
西欧，刑法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我不谈美国的情况。
这种发展既涉及实体刑法，也涉及刑事诉讼法，其特点是刑事政策的强化，而刑事政策的强化绝对没
有违背公众的意志，而是得到公民的各种正面期待和赞同。
就像我认为的一样，明显可以在刑事政策的各种背景中来解释这些发展。
这些解释表明，刑法和刑事政策中的各种发展是巨大的和稳固的。
因此，如何明确地划定这些发展的界限，是难以分析性地确定、预测性地断言和规范性地保障的。
1．买体刑法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德国及各种类似的刑法秩序中，通过引入各种新的构成要件（例
如：环境刑法、经济刑法），通过强化各种刑罚威吓（例如：麻醉剂刑法、行业犯罪），进行了实体
刑法中的各种改革。
在方法上，立法者现在极其强调和普遍运用了一种早就被引入的众所周知的手段：各种抽象危险犯。
这种犯罪形式使刑法很容易运用于司法实践：与各种侵害犯的构成要件相反，即与传统的核心刑法的
犯罪类型相反，各种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放弃了各种构成要件性前提条件的一部分；各种抽象危险
犯的构成要件没有描述犯罪结果，因此，也不要求在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而是满足于
描述一种抽象危险的犯罪行为（例如：传统上是用欺骗、认识错误、财产处分和损害来描述诈骗的，
但是，关于补助金诈骗，则用发表不正确的声明来描述）。
采用这种方式，刑事立法者就使法官容易判定各种构成要件上重要的事实；同时，刑事立法者就使刑
事辩护工作变得困难：同样用各种可罚性前提条件的数量来减少刑事辩护的各种出发点。
此外，立法者还从各种既被普遍又被模糊表述的法益中寻找出路（例如：把大众的健康视为麻醉剂刑
法的法益，把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视为经济刑法的法益，或者像在《刑法典》第261条规定的洗钱罪中
一样，把合法的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和纯洁性视为法益）；采用这种方式，立法者就减少了
从方法上对各种构成要件的扩大进行批评的机会；法益使一种刑罚威吓变得正当，但是，现在所有可
能的东西都能够变成法益。
刑法的不法就变得不清楚了，丧失了其规范的（并且也是道德的）轮廓。
因为一种风险业务的失败而导致的背任，就完全不同于由一伙好斗者所实施的危险的身体伤害，人们
也完全能够在相应的刑事诉讼中观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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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德刑法学名家讲演录(第1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刑事法研究的新型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1999年11月
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教育部首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刑事
法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研究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依托中国人民大学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与人大法学院坚实宽
广的法学学科实力，以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点的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与刑事证
据法、刑事侦查与刑事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国际刑法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基本和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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