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法热点问题的国际视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事法热点问题的国际视野>>

13位ISBN编号：9787301174616

10位ISBN编号：7301174616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编

页数：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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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法热点问题的国际视野>>

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两次学术会议，即“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
”和“中韩刑事法热点问题研讨会”的论文集。
本书收录了两次会议论文共28篇，其中中日会议论文8篇，中韩会议论文20篇。
中日学者围绕着犯罪论体系、客观处罚条件、环境犯罪和证券犯罪四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中韩学者围绕犯罪论体系问题、共同犯罪问题、利用信用卡诈骗问题、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
新型受贿犯罪问题、检警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及其改革、诱惑侦查的法
治化、量刑程序改革等10个专题进行了讨论。
各位学者在对上述刑事法热点问题的探讨中，既有充分的共识，也有激烈的交锋。
本书汇聚了中、日、韩刑事法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丰富翔实，论述精辟，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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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犯罪论体系具有指导功能、限制功能、检验功能、展示功能等四方面的功能。
以功能论的标准衡量，可以发现：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理论构架基本能够满足犯罪论
体系的功能，而我国四要件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基本功能，因而有必要进行改造。
　　（一）指导功能　　犯罪论体系的指导功能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犯罪成立理论提供了认定犯
罪的基本方法和简便实用的工具，法官依据该理论，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结论；二
是对少数复杂案件而言，按照犯罪论体系对于行为进行反复检验显得极其必要。
而我国四要件理论难以充分发挥其指导功能，这与其理论体系内部的混乱有关。
　　1.四要件理论存在重大关系混淆　　任何一种自称是合理的犯罪成立理论，都必须妥善处理至少
以下诸方面的关系：形式与实质；控诉与辩护；客观与主观；经验与规范；静态与过程。
但是，中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恰好在这几个问题上，出现了关系混淆的缺陷，使得理论难以自
足，从而必须加以改造。
　　在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方面，我国刑法学理论难以兼顾。
因为一次司法裁判过程，难以同时完成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使命；将犯罪客体作为要件，可能使实
质判断过于前置；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根据现有理论，事实上难以实现。
　　在重视控诉机制方面，四大要件一旦“拼凑”成功，就可以得出个人有罪的结论。
犯罪构成就只能反映定罪结论，突出刑法的社会保卫功能，由此，在保障人权方面必然存在制度性不
足，所以犯罪构成理论总体上是对控方有利的，这使得刑事案件控诉容易而辩护困难。
尤其在出现诱惑侦查、免责但并不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等情况时，个人要进行无罪辩解，基本上没
有可能。
　　在主、客观判断的关系方面，四要件理论可能导致主观判断和客观评价同时地、一次性地完成。
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并不清晰；犯罪主体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关系纠缠不清；主观判断有时先于客观
判断进行。
在我国目前流行的犯罪论体系中，缺乏评价的层次性，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同等重要，在平面式结构
中看不出哪一个要件需要优先评价，也就无法防止人们先判断主观要件符合性是否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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