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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泛滥，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
与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伴随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危害，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强立法工作，以加大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
的力度。
自20世纪中期开始，以色列等国家就在国内刑法中纳入了专门的反恐条款，“9·11”事件发生后，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刑法在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的作用，全球性的反恐刑法框架逐渐
形成。
我国一向重视反恐刑事法治的完善，在1997年刑法典中即设立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2001年12月29日，我国更是响应联合国第1373号决议的要求，及时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
增设了一系列专门的反恐内容。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反恐法制建设的步伐，力求为反恐怖斗争提供更完备、更具针对性的立法保障。
　　从中国乃至全球反恐怖斗争的基本共识来看，虽然反恐法治应当包含多个法律领域，但由于恐怖
主义活动往往都是最严重的罪行，因而刑事法治无疑应当在当今反恐怖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法律依据，与单一手段（例如反恐战）相比，以刑法手段预防
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更长久、更稳妥的方式。
在刑事法治的框架下，国家能够集中力量惩治恐怖主义活动；公民的合法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维护；各
国间能够展开富有成效的反恐刑事司法合作，进而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与土壤。
因此，我积极主张刑法学界对反恐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并且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向更为深入、丰富的
层面推进。
　　晚近十多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反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问题。
鉴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在刑法学界也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学者们主要
围绕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等问题进行研讨。
[1]二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对策。
鉴于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严重危害性，如何有效地惩治与防范恐怖主义犯罪，迅速成为刑法学界关注的
焦点问题。
三是我国刑法的不足与完善。
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出台后，我国刑法中虽然出现了“恐怖活动犯罪”与相关罪名，但在实
践中仍存在可操作性不强、力度不够等缺憾。
如何完善我国刑法，有效惩治恐怖主义犯罪迅速成为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此类研究占据了研究成果
的较大比重。
总体看来，我国参与反恐问题研究的刑法学者不断增多，研究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研究局面无疑是可
喜的。
但也应当看到，虽然经过了十多年的实践，许多研究成果还只是资料的堆砌和整理；许多问题的讨论
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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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遵循了“立法理论—立法现状—立法完善”的研究思路。
除绪论外，在内容上共分4章、16节，其基本体系结构如下：第一章，反恐刑法概述。
随着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肆虐，如何有效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成为重要的法律问题，各国刑法
亦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反恐刑法作为一个新兴的刑法分支部门是完全能够确定的。
本章对反恐刑法的概念、性质、特征，反恐刑法的产生背景、基本原则和功能进行探讨，力求建构反
恐刑法的基础理论体系。
第二章，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恐刑法立法。
本章选取美国、英国、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研究，重点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反恐刑法的立法模式和内容。
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位居世界的各个方位，其反恐局势各具特色，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全
球反恐刑法立法的全貌。
第三章，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
为应对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我国近年来积极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都有所体现。
本章从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反恐刑法的立法演进、立法模式和内容进行研究。
第四章，我国反恐刑法的立法完善。
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反恐刑法还存在诸多缺憾，难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现实
需要。
本章对我国反恐刑法的完善模式提出具体建议，重点论述“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刑法总则和刑法
分则的完善等问题，并对我国反恐刑法完善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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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现状　　伴随刑法的变革与发展，一系列问题也应运而生：如何认识反恐刑法立法？
如何使其在反恐怖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外学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开展较早，[2]相关论著主要有维克托·拉马齐、迈克尔·霍和肯特·
罗彻主编的《全球反恐立法和政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约南·弗里德里希和埃德加尔·
布莱纳主编的《英国的反恐立法》（伦敦Cavendish公司2003年版），劳拉·多诺辉著的《英国反恐立
法与紧急权力》（爱尔兰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和弗里德里希·博斯泰特著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刑法
立法——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德国的比较研究”（惠灵顿大学2003年论文）等。
[3]总体看来，国外学者研究的反恐立法较为宽泛，既包括刑事实体法，也包括刑事程序法，甚至包括
行政性法律。
但是，国外学者对刑法立法进行的专门性研究较为欠缺，理论挖掘也不够深入。
此外，国外学者主要聚焦于国际反恐公约和安理会决议，对国内刑法的演变缺乏足够的关注；偏好从
人权保障等宏观视角探讨刑法问题，对立法模式和具体内容的重视不够。
　　我国学者对反恐刑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学术风格。
在1997年刑法典和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中相继出现反恐条款后，刑法学界的注意力逐渐从国
际法、外国法转移至国内法中来，研究成果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产出了近百篇
学术论文，并出现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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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恐刑法立法研究》是对作者多年来思绪的一次整理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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