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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刑法学界，“客观归责”为大家所熟知。
一提到客观归责，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不问行为人主观罪过的结果归责而对于客观归责理论还是比
较陌生的。
与我们所熟知的“客观归责”相比，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内容上，客观归责理论都有较大的差异。
该理论也并不是一种近年来才出现的，而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刑法学界乃至欧洲刑法学界讨
论得最频繁和最热烈的学理问题。
如今，客观归责理论已经成为德国刑法教科书中的固定内容。

由于客观归责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自于因果关系领域，因而多被误解为因果关系理论。
我国一些学者在引介时，大多也把其列入因果关系理论中。
其实，客观归责理论如同1975年以前盛行的目的(行为)论，或者如同刑法自然主义时期的因果关系概
念一样，也具有类似的基础重要性。
不过相对于在因果概念和目的性的范畴中总是设计本质上可清楚定义的客体范围，客观归责理论却像
是一只有无数触角的巨大章鱼，包含着越来越多的适用范围。
1927年，德国学者拉伦兹(K．Larenz)在研究相当理论的过程中，认为相当理论不属于因果关系理论，
而属于归责理论；He—gel的归责理论并非主观归责理论，而是针对一般化主体的归责，因而提出了客
观归责的概念，揭开了客观归责理论研究的序幕。
早期的客观归责理论主要用来限制条件论的无限制回溯，排除意外事实，而现代的客观归责理论围绕
着过失犯的不法问题，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行为不法理论，既可以用于解决过失犯的诸多问题，
也可以用于解决故意犯的一些问题。

作为机能主义犯罪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归责理论着眼于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形式判断的缺陷，试
图根据法秩序的精神和目的，对事实行为进行实质性不法判断，以确定哪些行为是客观构成要件中的
行为，与因果关系理论、行为不法理论、责任理论、故意、过失、犯罪未遂乃至犯罪构成体系等都有
着密切的关系。
客观归责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促使着这些领域的理论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客观主义以行为为中心，重点强调行为结果对社会的危害性，而主观主义主张行为人中心论，强调行
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而客观归责理论重点是研究行为的自身性质，既不属于客观主义，也不属于主观主义。
有人甚至认为，该理论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客观归责理论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犯罪论研究思路。
通过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揭示因果关系理论的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完善不法理论和
归责理论，认真检讨传统的过失理论，进一步完善犯罪论体系，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价值。

究竟什么是客观归责理论，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在犯罪构成体系处于何种地位，适合解决哪
些问题，如何适用?客观归责理论是否能够代替因果关系理论，是否能够取代传统的过失理论，客观归
责理论的适用是否会导致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紊乱，客观归责理论将如何发展?另外，大家更为关注客
观归责理论能给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带来哪些益处，是否能为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所用，如何适用等
。
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客观归责理论时需要解答的问题。

二、本书的结构
本书遵循一般理论的研究思路，详细研究了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判断原则、体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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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体适用、现实意义和发展现状等，试图描绘一幅客观归责理论的全画面，为我国读者学习和研
究客观归责理论架设一座有益的桥梁。

第一章，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对象。
首先介绍了客观归责理论与传统的客观归责原则的区别，明确了客观归责理论的内涵，接着详细说明
客观归责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导出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第二章，客观归责理论的基本概念。
首先深刻分析客观归责的根本要素客观目的性的内涵，解析了规范目的和行为的客观危险制造能力两
个下位要素及二者的关系，接着详细研究刑法中研究的危险，重点研究被允许的危险，包括客观归责
理论研究被允许的危险的目的、被允许的危险的性质之争、被允许的危险的判断标准等。

第三章，客观归责理论的判断原则。
首先介绍了三大判断原则——制造危险、实现危险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接着详细破解了三大原则
的衍生原则——非制造危险、非实现危险与非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

第四章，客观归责理论与因果关系理论的关系。
首先简单介绍了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因果关系理论的根本性质和发展趋势，接着详细研
究了与客观归责理论有密切关系的条件理论和相当理论，在论证条件理论和相当理论的本质特征的基
础上，探索了客观归责理论与条件理论和相当理论的具体关系。
第五章，客观归责理论的体系定位。
首先分析了客观归责理论与行为理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客观归责理论是一种构成要件理论，接着重
点研究了不法理论的历史发展，进一步揭示出客观归责理论是一种行为不法理论，随后分析了责任理
论的相关内容，指出客观归责理论已经完全与责任理论相脱离，加强了对该理论根本性质的论证，最
后讨论了客观归责理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六章，客观归责理论的具体适用。
首先研究了传统过失犯的不法构造，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客观归责理论为过失犯构建的全新
不法理论，接着分析了客观归责理论在故意犯和不作为犯上的适用原理，讨论了具体的适用规则问题
。

第七章，客观归责理论的现实意义，研究了客观归责理论给我国因果关系理论和刑法理论带来的启示
和借鉴意义。
首先认真研究了刑法客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内容，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在分析客观归
责理论的性质基础上，指明该理论对抑制主观主义倾向的作用，详细分析了我国因果关系理论和犯罪
构成理论的基本性质和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改造这两种理论的初步方案。

第八章，客观归责理论的发展现状。
首先分析了该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和背景，分别研究了早期客观归责理论和现代客观归责理论的发展
历史，试图揭示出客观归责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其次介绍了德国目前研究客观归责理论的现
状，指明了客观归责理论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由于受早期客观归责理论的影响，目前德国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呈现出比较凌乱的局面。
各个学者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存在不小的差异，理论观点不但相差很大，而且比较零散，而Roxin经过仔
细地梳理，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客观归责理论体系。
我们主要是基于Roxin构建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的，但是又与其并不完全一致。
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应用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国外理论研究方法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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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全面分析客观归责理论的基本性质、判断规则、具体适用、历史发展等基础上，大胆对客观归
责理论进行整体解构，尝试性地为客观归责理论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不但不同于我国学者引介客观归责理论的体系，而且也不同于Roxin创建的理论体系。
相比之下，我们的理论体系更具有创新性，而且也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接受。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我们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
例如，明确指出客观归责理论是一种全新的行为不法理论；不被允许的危险分为两类，一类是超越被
允许的危险的界限的危险，另一类是使用相当原则判断的危险；不被允许的危险并非是法律禁止的危
险等。

我们重点应用分析的方法，不但全方位解析了客观归责理论，还深刻剖析了行为理论、不法理论、因
果关系理论和犯罪构成理论等，揭示出这些理论的内在构造和实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例如，因果关系理论的事实判断性质，条件理论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原则在刑法上的移植，我国犯
罪构成理论抹杀了责任主义的灵魂等。
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穿插使用各种法学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
的方法。
这些方法的运用，不但加强了我们的分析论证，而且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希冀我们提供一幅客观归责理论全画面的目的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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