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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人们逛书店，会发现书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读本类图书。
它们中有些是以某个主题为线索，有些则是以特定人物相号召。
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类书籍有着独特的价值。
首先是通过精选的文本，能够让读者一册在手，将特定主题或人物学说中最重要的内容尽览无余。
学术如积薪，一代一代的创造叠加起来，成果浩繁，有些题目下的经典文献更是汗牛充栋，阅读非易
。
于是某种精华的选编本就显得十分重要，好的读本足可成为求知的捷径、学海的指南。
读本虽然是一种精选和提炼，不过，它们还可以有一般专著所不具备的特色，那就是可以在两个方面
有所追求，一是可以将某个流派或某种倾向的著述集中选编，从而彰显学术或思想的流派风貌；另一
种编选思路则是将不同观点、立场的文章同时呈现出来，体现包容性和多样化，以收兼容并蓄、多闻
阙疑之效。
这是读本的第二个价值。
通常的读本属于述而不作，而非原创作品，但是选编者在取舍之间却足可以表达自己的特定取向和判
断。
孔子通过编辑《春秋》而表达儒家对社会秩序的追求正是这方面的经典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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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编选者对近年来国内刑法学界研究思潮及其重要性的理解，提炼出刑法学的当代走向、刑法
学立场定位、犯罪论体系的变革、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犯罪论的基本范畴、刑罚目的与刑罚理论等
六个主题，在各个主题之下精心遴选出26篇学术论文汇集成书。
    本书立足国内刑法学研究的现状，选取在各个主题范畴的研究传统内有传承性和推进性的文章，同
时注重论文写作技巧对读者的启发性。
通过读本的方式，本书志在促进刑法学的学术积累，推进当代中国刑法学术史的形成。
同时，在教学科研方面，本书既可面向本科生作课外读物之用，也可面向刑法专业研究生学习论文写
作技巧，还可面向刑法学者作为本专业的学术前沿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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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光权，1968年1月生，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兼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曾为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1年4月至2002年2月）。
已出版教材《刑法总论》、《刑法各论》2部，以及《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法治视野中的刑法
客观主义》、《刑法学的向度》等个人专著7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和《中外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2002年获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
学术奖”，2005年获第一届“法鼎奖”银奖。
车浩，1977年12月生，法学博士、博士后，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曾任《北大法律评论》编辑，现兼任《台湾法学》大陆地区策划主编。
曾为德国弗莱堡大学和马普所访问学者（2005年9月至2006年7月），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2007年3月至2007年5月）。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和《政法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报刊发表随笔评论40余篇。
2004年获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称号，2009年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
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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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刑法学的当代走向    导读    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    学术之盛需要学派之争    刑法学的西方经验
与中国现实    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第二编  刑法学立场定位    导读    新刑法与客观主义    刑法的
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
      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
    违法性判断的基准与行为无价值论    ——兼论当代中国刑法学的立场问题第三编  犯罪论体系的变革 
  导读    犯罪论体系：比较、阐述与建构    犯罪构成理论的课题    犯罪构成理论：关系混淆及其克服    
未竟的循环——“犯罪论体系”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展开第四编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导读    罪刑法
定的当代命运    罪刑法定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兼析新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概念    善待社会危害
性理念——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起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    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
—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第五编  犯罪论的基本范畴    导读    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
究    “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    论紧急避险的性质    刑法中的自我答责    论被害人同意的体系性
地位——一个中国语境下的“德国问题”    共犯与身份第六编  刑罚目的与刑罚理论    导读    一般预防
的观念转变    论一般预防的正当性——兼与否定论者商榷    作为目的的一般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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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190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宣称，法律不可能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现代绝大多数商业交易由
法人实施，特别是州际贸易几乎完全掌控在它们手里；基于法人不能实施犯罪这一陈腐准则而让其免
受惩罚，实际上将剥夺仅有的有效控制法人主体事务与矫正其滥权行为的手段。
尽管法人本身不可能具有犯意，也无法承受自由刑之类的刑罚，但法人所带来的公共危险不容许其享
有刑事责任上的豁免权。
法人刑事责任准则在一种急于为日益增多的社会和经济病症确立责任的规制性氛围中得以繁荣昌盛。
第三，根据责任主义与共犯理论，对他人不法行为的事后认可并不成立共同犯罪，不能以教唆犯或帮
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在法人犯罪的场合，法人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下级雇员实施的不法行为的事后授权、批准或者容认，
由于足以表征法人或高层人员的犯意而可构成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
法人责任在个人责任外开了团体责任的先河。
在恐怖活动与有组织犯罪成为威胁国际社会安宁主要来源的今天，又一种全新的责任形式，即以犯罪
组织这一人群集合作为责任基础的行为人群责任②值得特别关注。
没有直接参与或支持具体恐怖罪行的成员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6.犯罪构成要素的增减。
构成要素的增减多涉及主观层面。
严格责任犯罪不要求行为人具备犯意，实质上是将主观要素排除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
我国刑法中的行贿罪，涉及的是主观要素的增加，它要求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行贿罪与受贿罪本属对合性犯罪，但根据我国刑法，二者在构成要件上并不对合。
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并不构成行贿罪；但对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利用职务
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增减客观要素的现象也不罕见：抽象危险犯中，实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要素，甚至不影响犯罪的既未
遂形态。
犯罪构成要素的增减，有时会借助其他制度技术来实现，这并不影响其作为制度技术的独立地位，而
只是表明实践中各制度技术的运用不可分割。
构成要素的增减调整的是犯罪化的边界，它直接影响到刑法的介入与否。
增加构成要素能够限缩入罪的范围，而减少构成要素则具有扩大犯罪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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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学读本》：刑法学的当代走向，刑法学立场定位，犯罪论体系的变革，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犯罪论的基本范畴，刑罚目的与刑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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