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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刑法各论(第6版)》虽是就各个具体罪名的论述，但呈现了各个犯罪类型的解释所共通的统一的
原理与思想，作为总论重要部分的共犯论、错误论、违法论的相关内容也在各论中得到了相应展开。
各论体系简单明了，不囿于《日本刑法典》的体例结构，而是将各类犯罪分为“针对个人法益的犯罪
”、“针对社会法益的犯罪”、“针对国家法益的犯罪”三大部分，展开翔实的论证与研究。
《日本刑法各论(第6版)》在日本数年畅销，自1999年出版以来，已历经6版。
无论是日本还是我国，当下研究刑法各论问题，不可能绕开西田教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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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此，如前所述，学说上存在不同见解。
首先，按照“消极说”，仅仅因为其性质是公务，即便受到诡计、威力的妨害，也不受刑法保护，这
是没有道理的，因而，并不妥当。
其次，根据“无限定积极说”，类似执行逮捕或强制执行之类的公务，法律赋予了公务人员通过自力
排除抵抗的权能，通过威力妨害这类公务的，也要以妨害业务罪来保护此类公务，在这一点上，也不
妥当（参见东京地判昭和48·9·6刑月5卷9号1315页[国会爆竹案]）。
另外，“公务区分说”的根据是，仅仅对公务，予以《刑法》第95条与第233条、第234条的双重保护
，并无此必要，然而，既然公务是以公共福利为目的，与民间业务相比，受到更厚重的保护，不能说
没有合理性；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区分说”以是否与民营企业具有类似性作为区别标准，那
么，“新泻县议会案”、“国会爆竹案”那样的案件中的公务就不属于业务，因而，采用威力妨害这
类公务的，就不受处罚，这样势必出现处罚上的空隙。
由此可见，“限定积极说”要更为妥当，应以是否属于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性公务为标准，亦即，以公
务的执行对于妨害行为是否具有“自力排除力”作为区分标准。
不过，以诡计妨害权力性公务的，这种“自力排除力”标准并不适于此情形（仍可成立诡计妨害业务
罪。
——译者注）（山口161页）。
因为，在这类情形下，“自力排除力”并不具有排除诡计妨害等的机能。
例如，通过谎报所虚构的犯罪事实，而妨害海上保安厅职员的巡逻业务的（横滨地判平成14·9·5判
夕1140页280页）；提交车辆被盗这种内容虚假的报案书，而妨害机动警察执行本来的业务的（名古屋
简判平成16·4·28警察公论60卷1号81页）；在互联网的留言板上预告将要进行“无差别杀人”这种
虚假的信息，通过此信息的浏览者报警，而使得警方出警警戒，从而妨害了巡警本来的业务的（东京
高判平成21·3·12判夕1304号302页），对于这些案件，下级裁判所均判定成立诡计妨害业务罪。
 （三）手段 妨害的手段是，散布虚假传闻（参见毁损信用罪中的相关解说）、使用诡计或威力。
 所谓使用“诡计”，是指欺骗他人或者利用他人不明真相、错误认识等，其含义比诈骗罪中的欺骗行
为的含义更广。
而且，并不要求直接对被害人采用这些手段，如在浴室大门上张贴写有“本日停业”的纸条而让顾客
返回的，也构成本罪。
由判例认定为属于诡计的实例有：将障碍物沉人渔场海底，从外面无法发现，造成渔业从业者的渔网
破损，无法再进行捕鱼作业（大判大正3·12·3刑录20辑2322页）；为了争夺其他报刊的读者，某报
社经营者将自己发行的报纸刊头等设计成容易与其他报纸相混淆的外形（大判大正4·2·9刑录21辑81
页）；通过虚假的订货电话使人送货上门的（大阪高判昭和39·10·5下刑6卷9=10号988页）；为了偷
拍他人银行卡密码，伪装成一般用户长时间占据无职员值守的ATM机等（最决平成19·7·2刑集61
卷5号379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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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刑法各论(第6版)》被誉为“今日所能期待的最高水平的刑法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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