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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共分12章，由作者按照自己对刑法理论的理解“将自己的思考内容以自己的
思维方式一气写成”。
《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的体系有别于传统的刑法教科书，不强调面面俱到，而是按照“何为刑法”
（刑罚的目的、刑法的机能）、“犯罪论体系”、“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未遂犯、共犯）、
“罪数”的体例来写作的。
此外，《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重视判例对刑法理论的反哺作用，图书判例是“活生生的法律”；但
又并非简单地引用判例，而是着力提炼判例的核心内容，明确判例的要点与旨趣，更强调对判例的分
析与解读。
《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刑法理论，还有助于司法实务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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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死刑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
在现行刑罚法规中，刑法典规定对杀人罪（第199条）、抢劫致死罪（第240条后段）等12种犯罪，特
别法规定对5种犯罪（《爆炸物管理罚则》第1条、《劫持航空器处罚法》第2条等）合计17种犯罪可以
适用死刑。
其中，宣判死刑的罪大多是抢劫致死（抢劫杀人）罪与杀人罪。
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能科处死刑，应当用无期刑代替死刑（《少年法》第51条）。
 世界各国死刑的执行方法有绞首、毒气杀、电杀、枪杀等，但日本“死刑是在监狱内用绞首的方法执
行”（第11条第1款）。
受死刑宣判的人，执行前应拘禁在监狱内（同条第2款）。
根据最高裁判所判例的解释，这种用绞首的方法执行的死刑，并非是宪法第36条所禁止的“残酷的刑
罚”（最大判昭和30·4·6刑集9卷4号663页）。
 日本一审宣判死刑的人数，战后20年期间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准，此后有所减少。
平成元年至11年（1989年至1999年），仍然还在一位数之内，但平成16年（2004年）以后，基本保持两
位数的水准，即平成16年（2004年）14名、平成17年（2005年）13名、平成18年（2006年）13名、平
成19年（2007年）14名、平成20年（2008年）5名、平成21年（2009年）9名。
高等裁判所曾对一名19岁的少年窃取手枪用来抢劫杀人共杀害了4人的案件，判处被告无期惩役。
最高裁判所在撤销这一判决时，对选择适用死刑的标准作了如下解释：“在综合考察了犯罪的性质、
动机、样态，特别是杀害手段方法的执拗性、残忍性、结果的重大性，尤其是被杀害的被害人的人数
、遗属的被害感情、社会影响、犯人的年龄、前科、犯罪后的表现等各种情节后，认为其罪责确属重
大，无论是从罪刑均衡的立场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都不得不处以极刑时，应该说也允许选择
死刑”[最判昭和58·7·8刑集37卷6号609页（永山案）]。
此外，一名18周岁的少年在意图强奸一名妇女时，由于遭到了激烈反抗，而将此妇女杀害后实施奸淫
，其后，又将正在大声哭闹的该妇女11个月大的长女杀害，并窃取了该妇女的钱包。
对于此案，一审、二审均以故意杀人，强奸致死罪等判处其无期徒刑，最高裁判所其后采纳了检察官
提出的量刑不当的主张，综合考虑其恶劣的性质、严重的后果、犯罪后没有悔改表现、遗属的被害情
感极其强烈以及给社会所带来的剧烈冲击等诸多因素，以“被告人的罪责极其重大，只要没有特别值
得酌情考虑的情节，就只能是选择死刑”为由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让其审理有无可以不选择死刑
的情节[最判平成18·6·20判夕1213号89页（光市杀害母子案）]。
被发回重审的控诉审认为，不能认定存在“足以避免选择死刑的特别值得酌情考虑的情节”，从而判
处其死刑（广岛高判平成20·4·22LEX／DB28145306）。
正如平成16年（2004年）所颁行的《被害者等基本法》所象征的那样，引入被害者参与刑事审判的制
度（参见刑诉法第292条之2），废止有关恶性或者重大案件的公诉期限等，这些措施都是对犯罪被害
人（的被害情感）的考虑，而且犯罪被害人要求严惩犯罪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已经成为当下我国
刑事司法的一种潮流，也可以将本判决视为最高裁判所对于这种被害人情感之回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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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编辑推荐：日本刑法学家、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西田典之的代表作。
西田典之教授是日本刑法学界的中坚人物，前任日本刑法学会理事长（会长）。
《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是日本最高水平的刑法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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