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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
届刑法学博士（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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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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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犯罪特殊形态问题
二十六、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宏观问题
（一）研究故意犯罪停止形态问题的意义
（二）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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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总论问题研究>>

（二）近现代的死刑存废之争
（三）关于现代国际社会死刑存废之争的认识
（四）关于我国死刑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思考
三十八、简析死缓期满如何处理的立法与实践
（一）法律规定与实践问题
（二）有关认识与主张
三十九、缓刑的撤销条件及其适用
（一）缓刑撤销条件的正确立法
（二）缓刑撤销条件的正确适用
四十、略论缓刑中的减刑制度
（一）缓刑中的减刑制度之创立及其积极意义
（二）缓刑中的减刑制度的正确适用
（三）缓刑中的减刑制度应当立法化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总论问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