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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刑事法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刑事法治问题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
因而刑法学者关于刑法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也应当坚持不懈、与时俱进。
而撰著发表论文正是及时关注和研讨层出不穷的刑法理论与实务问题的恰当方式之一，一定时期论文
的积累整理与结集出版又可以反映和检视研究者学术研究的轨迹。
有鉴于此，在1996—1997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我的五本文集《刑法研究系列》（选入我1996年以前
十多年间的刑法论文）及2004年法律出版社出版我的四卷文集《赵秉志刑法学文集》（选入
我1997-2002年六年间的刑法论文）的基础上，此次我又将自己于2003-2008年这六年间发表的刑法论文
经认真筛选整理再成书四卷，作为以前问世的本人刑法学文集的续编，以《现代刑法问题新思考》为
总题目，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四卷文集的第一卷为《刑法基本问题》，计七编24篇论文，分别论及了刑事法治、刑事政策
、刑法机能、刑法哲学、刑法解释和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接轨等刑法基础领域的若干重要问题；第二
卷为《罪刑总论问题》，计两编29篇论文，分别研究了犯罪总论和刑罚总论领域的诸多理论与实务问
题；第三卷为《罪刑各论问题》，计五编34篇论文，分别探讨了经济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
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贪污贿赂罪等方面的多种较新类型、常见多发、情况复杂、问题疑
难的具体犯罪的罪刑问题；第四卷为《外向刑法问题》，计三编24篇论文，分别研讨了比较刑法、国
际刑法和中国区际刑法领域的若干问题。
第四卷后附有我2003—2008年间出版、发表论著的目录。
这四卷文集的选编秉持本人以往文集选编的基本做法，仍以保持原文的观点和基本内容为原则，主要
是进行技术性、规范性的编辑整理，并在文中注明原载报刊和合作者等情况（在此本人要向论文合作
者衷心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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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犯罪总论与刑罚总论领域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犯罪总论部分，研究了犯罪构成理论、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及刑事责任阻却事由等重大基础课
题和争议问题；正刑罚总论部分，以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改革问题为视角，尤其重点研究了中国当前
的死刑制度改革问题，同时还探讨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社区矫正立法构建等前沿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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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制度司法解释的评析 　21．自首制度中的时间界限研究——柴国利等特大抢劫杀人案 　22．我国缓
刑制度的完善问题探讨 　23．简论财产刑执行中的权益保障 　24．和谐社会呼唤现代赦免制度 　25．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应予消灭——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26．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难点及
对策 　27．业务过失犯罪处罚问题新探 　28．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改革论纲 　29．关于我国社区
矫正立法若干问题的建议 Con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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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实质的客观说的批判是，第一，实质的客观说的判断基准不明确。
首先，实质的客观说所提出的标准通常不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计划，这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因为判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完成犯罪所必要的行为或者说行为是否发生了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时，如
果不考虑行为人的目的、以什么手段追求目的等因素，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危险”是一种有程度或有幅度的概念，未遂犯又是具体的危险犯，什么样的行为才具有侵害
法益的危险，或者说什么行为才符合实质的客观说所提出的各项实质标准，是难以判断的问题。
最后，对着手进行实质的判断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形式判断的限定，则其判断标准不可能明确
。
第二，实质的客观说还容易扩大未遂的处罚范围。
因为许多并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没有形式判断的限定，也可能被认为有发生侵害法益的具体
危险或迫切危险。
这与其判断标准不明确性有关，从中也可以看出实质的客观说的具体结论与其试图限制未遂处罚范围
的最初意图之间的某种冲突。
　　笔者认为，客观说以行为本身的客观性质为标准来确定着手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着
手”作为犯罪行为的某些特点，比起根本没有着手概念的封建刑法理论来，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除以上对客观说的批判外，客观说存在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其把着手视为完全脱离行为人主观
心理状态的纯客观的法律事实，其种种具体主张又多失于模棱两可而在实践中难以明确把握。
这就容易导致客观归罪的错误，并且难以在实践中把着手实行行为与预备行为、犯意表示甚至既遂形
态科学而明确地区别开来。
具体来说，这种观点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行为受主观意志支配并反映主观意志的主客观相统
一的科学原理。
客观说完全抛开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无视主观意志与客观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仅仅根据客观的行为
或动作来确定犯罪实行的着手，这就很容易导致客观归罪的错误，容易把根本没有犯罪的故意和过失
的行为或者仅仅属于过失的行为也视为故意犯罪的着手实行予以追究。
在这一方面，正如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所指出的，“甲对着乙举枪，准备扣动扳机。
从客观上来看，这正是杀人的实行行为的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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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罪刑总论问题》从理论和实务两个面向对犯罪总论和刑罚总论领域展开研究，既关注刑事法治
的现实问题，又关注刑事法治改革和刑法学前沿问题。
　　这四卷文集既是我2003—2008年问学术历程的主要写照，也大体上反映了本人在学术研究中一贯
推崇并着力坚持和追求的四点学术风格：一是关注法治现实问题；二是重视法治改革和法学前沿问题
；三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四是注意心态开放暨视野开阔。
愿此次四卷文集的问世有助于自己的学术回顾、反思、改进和奋力前行，也衷心希望借此有助于学界
师长、同仁和读者朋友们的切磋指正。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罪刑总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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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