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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分为绪论、总论和分论三篇。
绪论部分就刑法的宏观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具体包括刑法概述、刑
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效力等三章内容。
总论部分就犯罪和刑罚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具体包括犯
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部分理论，其中，犯罪论包括犯罪概念、犯罪构成、正当化事由、犯罪形态以
及罪数等五章内容；刑事责任论包括刑事责任一章内容；刑罚论包括刑罚概说、刑种、量刑、行刑以
及刑罚的消灭等五章内容。
分论部分就各种具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刑法分则、刑法修正案及司
法解释中规定的，具体包括刑法分论概说、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
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以及军人违反职责罪等十一章内容。
本书具有如下点：第一，观点权威。
本书的理论观点大都建立在刑法理论通说基础之上，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犯罪形态理论以及罪数理
论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刑法理论通说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是办理刑事案件的重要
理论根据。
另外，本书也吸收了刑法理论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中断的因果关系、片面共犯、部分犯罪共同
说等，这些理论的引入将有利于实践部门正确认定刑事案件。
第二，应用性强。
刑法学是理论性与应用性高度统一的一门学科。
本书从三个方面强调理论与应用的结合：一是在分析各理论问题的时候，往往配以一些小的案例进行
说明；二是在多数章节都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案例分析；三是把最新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贯穿于各章
节知识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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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绪论、总论和分论三篇。
绪论部分就刑法的宏观问题进行了研究；总论部分就犯罪和刑罚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
题主要是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分论部分就各种具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主要
是刑法分则、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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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明亮，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在《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曾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基于社会基本解释范式的刑事政策研究》，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
个人专著有：《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犯罪生成模式研究》、《“严打”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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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最为广泛部门法都是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
凡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构成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例如：民法是调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内
的经济关系。
但刑法是一个例外，其不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是以特定的调整方法使它与其他部门法区
别开来。
刑法的调整对象不限于某一类社会关系，而是调整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
仅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无法把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
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只要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刑法就规定对这种行为予以一定的刑罚处罚，从而使
这种社会关系进入刑法调整范围。
在这个意义上，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没有刑法作后盾和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很难得到彻底的
贯彻实施。
就惩治违法行为而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刑法则充任“第二道防线”的角色。
二、刑法的分类根据刑法规定范围的大小，可将刑法分为广义刑法和狭义刑法。
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
等。
狭义刑法仅指系统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和各种具体犯罪及其刑罚的规范的刑法典。
（一）刑法典刑法典是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系统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处罚的完整性法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
，该法典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经过17年的实践，总的来看，1979年刑法典所规定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许多具体规定也是可
行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合法权益、惩罚犯罪行为的需要。
1997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对旧的刑法典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的刑法典（
即1997年刑法典），该法典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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