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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赵秉志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刑法理论的新发展”的最终研究成果
。
　　新中国刑法理论研究走过曲折而又辉煌的50年，迈进挑战与希望并存的新世纪。
回首20世纪的中国刑法学，虽然不无缺陷与遗憾，但是成绩是主要的，成就巨大且有目共睹。
50年来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论层次的提高令人欣喜，对于法治国进程的现实推进作用巨大，所发挥的
社会效应积极而卓有成效。
可以说，中国刑法理论研究正在进入健康、快速、有序的良性循环，并将在新世纪“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取得更为可喜的成就。
　　50年间中国刑法理论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以万计，出版的理论著作成百上千。
对于 20世纪中国刑法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辉煌业绩，刑法理论界所作的阶段性总结为数不少，并且在
切入点、总结方法与评价标准上各不相同。
从梳理发展脉络角度看，有《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高铭暄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
版）、（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高铭暄、赵秉志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从学
术观点评析综述上看，有《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高铭暄主编，河南人民出版
社1986年版）、（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两卷本，赵秉志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
为部分领域或专题学术综述的《刑法修改研究综述》（赵秉志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版）、（中国刑法之争——刑法分则各罪若干争论问题综述）（赖字、陆德山主编，吉林大学出版
社1989年版）和《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宣炳昭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从学术
研究层次上看，起到全面性展现与总结同时期成果之作用的有《刑法学原理》（三卷本，高铭暄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犯罪通论》（马克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修
订版）与《刑罚通论》（马克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99年修订版）等；从论文整理上
看，有全面性梳理的《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三卷本）（高铭暄、赵秉志主编，中国方正出版
社2000年版），以及反映历届全国刑法学年会论文精华的《刑法研究精品集锦》（高铭暄主编、赵秉
志、胡云腾执行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等。
　　推出理论总结成果的目的，通常而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成果梳理；二是经验总结。
前者的意图，在于使既有研究成果更为清晰地予以展现，更为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应，并同时
避免学界同仁资料查找之劳苦和重复研究之遗憾；后者的意图，则在于找出缺憾，认清不足，从而及
时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研究深度，转换研究观念，调整研究方向，改进研究方法，更为有效而全面地
推进刑法理论研究。
上述各种阶段性总结方式所起到的积极社会效应和重要现实意义，为刑法理论界所认可。
但是，真正兼而起到成果总结、理论推进双重作用并成为代表中国刑法理论研究整体水平之经典性作
品的，似可说只有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主编的《刑法学原理》和马克昌教授主编的《犯罪通论》
、（刑罚通论》两套论著，以致于它们被刑法学术新人们戏称为“红宝书”和“白宝书”（因为前者
的封面主色为红色．后者的封面主色为白色）。
而这两套论著出版迄今已经近10年。
　　晚近10年，是中国刑法学研究层次整体提高、研究领域全面拓展的10年，也是刑法基础性理论愈
加充实、专题性研究日益深化的10年，更是新人辈出、青年研究才俊大量涌现的10年。
可以说，晚近10年是中国刑法理论界可以为之骄傲的10年。
但是，晚近10年的缺憾之一，乃是全面性推进刑法理论研究的精品比较罕见，这一缺憾的负作用是明
显的：对于刑法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而言，大量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缺乏全面性的理论研读著作；刑
法理论研究的开拓与深入受到影响；刑法实务水平的提高也受到限制。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可以肯定的前景将会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革日益深入，整个社会呈现出良性循环的走向。
而社会秩序的稳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要求国家法制的健全和法治的跟进。
就刑事法治而言，一方面，刑法理论研究应当在深度、广度上有所拓展，追求公正、公平的法治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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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为法治社会的确立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刑法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当跟进时代的步伐
。
　　全面系统总结新中国50年的刑法理论成就，大力拓展新世纪中国刑法学的研究视野，承上启下，
再创中国刑法理论研究的新高，为依法治国培养更多法学高层次人才贡献应有力量，是刑法理论界义
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因而组织撰著代表中国刑法理论学术水平的大型理论专著，推动新世纪中国的刑法理论研究，是作为
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责任和我们诸多刑法学界同仁的共同期望
所在。
基于此，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为主，我并诚邀国内刑法理论界部分知名中青年学者，以《当代刑法理论探索》
为题，对于刑法学基础理论领域诸主要课题，以及目前研究较为薄弱而对国家改革开放有重大意义的
国际区际刑法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系统研究，从而形成了这部近300万字的专题著
作。
　　《当代刑法理论探索》在编写程序上，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中心主任
赵秉志教授担任主编并拟定研究纲要，由各位作者分工撰写，最后由主编统改定稿。
于志刚博士、刘志伟博士、王秀梅博士和博士生时延安协助主编作了一些编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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