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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的新发展》

内容概要

《刑法学的新发展》以我国传统刑法学总论为基本范围，兼及刑法分论、刑事政策、外向型刑法，以
及域外刑法的新理论和新视角，试图为处在变动社会中的中国刑法知识的守本求新留下一段学术史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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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仁文，湖南隆回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
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访问学者，并任国际刑
事法院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已出版学术专著《刑法的结构与视野》等八部，学术随笔集《法律的
灯绳》等四部，主编《刑法学的新发展》等五部，主持翻译《死刑的全球考察》等七部。在《法学研
究》、《中国法学》等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在《读书》、《财经》等发表散文、评论和
各类随笔若干。另有内部研究报告数十份，合著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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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一体化的由来与发展
第一节 刑事一体化的发展轨迹
一 李斯特及其“整体刑法学”：刑事一体化理念的渊源
二 安塞尔及其社会防卫论思想：刑事一体化理念的拓展
三 甘雨沛及其“全体刑法学”：刑事一体化理念的本土化萌芽
四 储槐植及其“刑事一体化”：刑事一体化理念的个性化宣扬
五 陈兴良及其《刑事法评论》：刑事一体化理念的接力式实践
第二节 刑事一体化的价值诉求
一 刑事一体化理念是一场刑事法观念上的革命
二 刑事一体化理念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三 刑事一体化理念的倡导有助于推动刑事法学科建设的规范化和现代化
第三节 刑事一体化的未来走向
一 刑事一体化分析框架在应答实际问题时的有限解释力
二 公法一体化：一种学科发展路向的展望
第二章 刑法研究方法的新拓展
第一节 刑法的经济分析
一 刑法的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发展
二 对我国刑法经济分析理论的检讨
三 刑法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第二节 刑法的社会分析
一 刑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论问题
二 刑法社会学方法论的演进过程
三 我国刑法社会学方法论的展开
第三节 刑法的政治分析
一 犯罪论体系的政治分析
二 刑法类型的政治分析
三 死刑的政治分析
第三章 法治视野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 罪刑法定原则
—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诉求
二 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内涵
第二节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含义
二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实现
三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司法实现
第四节 罪刑均衡原则
一 罪刑均衡原则概述
二 罪刑均衡原则的立法实现
三 罪刑均衡原则的司法实现
第五节 法益保护原则
一 法益的基本内涵
二 刑法法益的功能
三 法益保护原则
第六节 责任主义原则
一 责任的含义
二 责任主义原则的内涵及其演变
三 责任主义原则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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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刑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
第一节 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一 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交锋
二 罪刑法定原则支配下的解释立场
第二节 不同立场选择下的刑法解释方法
一 刑法解释方法之选择
二 作为工具的刑法解释方法
三 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各自表述
第三节 变迁中的刑法解释
一 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理论的影响
二 刑法解释第三条道路之展望
第五章 刑事管辖权之界定
第一节 刑事管辖权的基础理论
一 属地原则
二 属人原则
三 被害人国籍国原则
四 保护原则
五 普遍管辖原则
六 代理原则
七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第二节 刑事管辖权的前沿问题
一 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二 刑事管辖权的冲突及其协调
三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划分
第三节 刑事管辖权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一 刑事管辖权研究存在的问题
二 刑事管辖权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第六章 犯罪概念与本质的形式和实质之辩
第一节 犯罪概念：形式的、实质的还是混合的
第二节 犯罪本质：社会危害性还是刑事违法性
第三节 社会危害性是否有碍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第四节 要否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学
第七章 犯罪构成理论的“变性”之争
第一节 传统犯罪论体系的改良
一 传统犯罪论体系内的改良
二 增设犯罪构成要件的改良
第二节 德日犯罪论体系的移植及其改良
一 德日犯罪论通行体系的移植
二 德日犯罪论体系在我国的改良
第三节 对不同犯罪论体系的评析
一 对传统犯罪论体系改良之评析
二 对德日犯罪论体系及其在我国改良之评析
第四节 犯罪论体系构建的基础
第八章 刑法中的行为与行为理论
第一节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
一 行为概念的追问
二 对危害行为的重新诠释
第二节 刑法中行为的界说
一 最广义的行为、广义的行为、狭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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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刑法中一般意义的行为、犯罪行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素
第三节 刑法中行为论的具体阐释
一 契行行为论
二 不作为行为论
三 正当行为论
⋯⋯
第九章 因果关系：从归因到归责
第十章 错误理论的发展方向
第十一章 并未停止的犯罪停止形态研究
第十二章 十字路口的共同犯罪理论
第十三章 刑事责任要否转型为责任主义
第十四章 罪数形态研究要略
第十五章 走向规范化的量刑
第十六章 累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第十七章 自首、坦白与立功
第十八章 数罪并罚研究新进展
第十九章 缓刑、减刑与假释
第二十章 刑罚消灭制度的评与析
第二十一章 刑法分则研究观察
第二十二章 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
第二十三章 刑法中的温情：未成年人刑法
第二十四章 外向型刑法研究概览
第二十五章 风险刑法的理论迷局
第二十六章 他山之石：域外刑法理论新视角
关键词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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