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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思刑法》一书以比较法的方法把我们带入英美刑法的理论迷宫之中，并力图使我们从中走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弗莱彻教授论及了比较法方法对于本书论述的决定性意义。
弗莱彻教授选择的比较对象是德国，而德国恰恰是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发源地。
弗莱彻教授将本书命名为《反思刑法》，这是大有深意的。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不是一本简单地叙述英美刑法理论的著作，而是对英美刑法理论进行反思的著作
，反思是本书的一条基本线索。
英美刑法为什么需要反思？
对于这个问题，弗莱彻教授并没有给出正面回答。
但从本书的前言中，可以隐约感觉到弗莱彻教授对英美刑法理论现状的不满，认为存在某些因素，妨
碍了英美刑法及其基础理论的精深。
在此，弗莱彻教授承认了英美刑法理论不够精深，而这种精深恰恰是德国刑法学所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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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反思个罪　　第一章 解剖偷窃罪　　第一节 引言　　偷窃犯罪（theft offenses）领域展现了
那些寻求不诚实所得的人无比丰富的想象力。
这类犯罪的实施方式包括：使用坏票兑取现金，滥用信用卡，饭后不付账，偷开他人车辆兜风，以及
窃电，等等，简直不胜枚举。
即使愿意，我们也没有能力讨论所有这类非诚实获取型犯罪，所以，我们的目标只能是集中讨论所有
西方法律体系都已萃取的三种偷窃罪，并从中提炼出偷窃罪的基本构造。
法国、德国、苏联以及英美法域传统上都承认，因取得他人之物而构成的盗窃罪（larceny）；因不当
保留他人托管（entrusted）之物而构成的侵占罪（embezzlement）；因欺诈性地诱使他人脱离自己的财
产而构成的诈骗罪（fraud或称false pretenses）。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被害人参与的自愿程度作为这三种经典犯罪的区别之源。
盗窃罪的被害人是不自愿的；侵占罪的被害人虽然自愿将自己财物的占有（possession）委托给被告人
，但对于被告人后续的挪用（appropriation）却是非自愿的；通过诈骗获取财物的犯罪，其被害人名
义上同意将自己的财物转移给被告人，但他名义上的同意是由于被诱骗，因而不能反映财物所有者的
真实意愿。
偷窃犯罪的第四种类型是勒索罪（extortion），财物所有者也是名义上同意交出财产的，但在这一犯
罪变种中，“同意”是由威胁而不是诈骗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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