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法学教义（总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刑法学教义（总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243154

出版时间：2014-7-1

作者：林亚刚

页数：6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刑法学教义（总论）》

内容概要

《刑法学教义（总论）》共分为四编：刑法序说、犯罪构成论、犯罪形态论和刑罚论，并没有完全采
用传统的主编教科书式的样本和体例，突出“刑法有爱”的刑法人文理念。首先，考虑到国外成熟的
刑法理论在我国传统平面犯罪构成理论中难有合适的位置，本书在改良传统“犯罪构成四要件”的基
础上，将犯罪构成形式上的构成要件要素分解为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两部分；将实质上影响到犯罪构
成以及责任判断的内容，以对违法性阻却和责任阻却、减轻的内容予以研究，最终形成实质判断要素
与形式构成要素相统一的结构。其次，正是从消极否定犯罪，即阻却犯罪成立的意义上说，刑法规定
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以及理论上探讨的其他阻却违法的事由，形成阻却具体客观行为
可罚违法性的考察；刑法规定的精神障碍、意外事件，以及理论上探讨的认识错误、期待可能性等，
形成阻却或者减轻责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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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亚刚，男，法学博士，1952年11月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犯罪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新疆大学客座教授、武汉市公安局法
律顾问等。已出版《犯罪过失研究》《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等专著，参与撰写《刑法学》《特别刑
法罪刑论》《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等著作、教科书，并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核心刊物上
发表论文一百余篇。2010年曾荣获“武汉大学第五届‘尊师爱学’我最喜爱的十佳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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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刑 法 序 说
第一章刑法概述
第一节刑法的概念和渊源
一、 刑法的概念
二、 刑法的渊源
三、 刑法的类型和表述
四、 刑法的功能
五、 刑法规范的不足
第二节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 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界定
二、 罪刑法定原则
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四、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三节近代刑法与刑罚的近代合理化
一、 近代刑法的概念
二、 刑法的发展
第四节刑法的解释
一、 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二、 刑法解释的分类
第五节刑法的用语
一、 立法规定的用语
二、 学理上个别用语
第二章刑法的效力范围
第一节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 刑法的空间效力
二、 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规定
第二节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 刑法时间效力的概念
二、 刑法的生效和失效
三、 刑法的溯及力
第二编犯罪构成论
第三章犯罪及其要件
第一节犯罪的概念
一、 犯罪观与犯罪概念
二、 犯罪的概念
三、 犯罪的分类
第二节犯罪构成
一、 犯罪构成概说
二、 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的概念
三、 犯罪构成的结构和类型
四、 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
五、 犯罪构成的体系
第四章构成客观必备要件
第一节客体
一、 客体的概念和意义
二、 客体的分类
三、 直接客体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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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对象
一、 犯罪对象的概念
二、 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意义和作用
第三节危害行为
一、 行为的学说
二、 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分类
三、 危害行为
四、 危害行为的形式
五、 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范围
六、 作为犯与不作为犯在刑法中的规定
七、 “持有”的法律属性
八、 危害行为与思想的界限
第四节犯罪主体
一、 犯罪主体的概念
二、 自然人主体
三、 单位主体
第五节危害结果
一、 危害结果的概念及种类
二、 危害结果的地位与意义
第六节因果关系
一、 因果关系概说
二、 大陆法系因果关系的学说
三、 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
第七节时间、地点和方法
一、 时间
二、 地点
三、 方法
第五章构成主观必备要件
第一节责任能力
一、 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二、 刑事责任能力的程度和划分
第二节罪过
一、 罪过界定及其要素
二、 罪过的认定
第三节故意
一、 犯罪故意的学说
二、 犯罪故意的概念
三、 犯罪故意的心理结构
四、 犯罪故意的法定类型
五、 刑法理论上犯罪故意的其他分类
六、 犯罪故意的认定
第四节过失
一、 犯罪过失的概念
二、 犯罪过失的构造
三、 注意义务
四、 注意能力
五、 注意义务与注意能力的关系
六、 过失的法定类型
七、 过失的理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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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允许的危险和危险的分配
九、 信赖原则在过失犯罪中的应用
十、 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
第五节动机与目的
一、 犯罪目的
二、 犯罪动机
三、 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的关系
第六章违法阻却事由
第一节违法阻却事由概述
一、 违法阻却事由的概念
二、 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论依据
第二节正当防卫
一、 正当防卫概念
二、 一般正当防卫
三、 特殊防卫
四、 警察正当防卫
第三节紧急避险
一、 紧急避险的概念
二、 紧急避险的条件
三、 避险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四、 避险失败的责任
第四节其他违法阻却事由
一、 不可抗力
二、 义务冲突
三、 被害人承诺
四、 推定承诺
五、 法令行为
六、 正当业务行为
七、 自救行为
八、 自损行为
九、 劳资争议
第七章责任阻却和减轻事由
第一节责任阻却和减轻事由概述
一、 责任阻却和减轻事由的概念
二、 责任的本质
三、 责任原则与责任阻却与减轻
第二节年龄
一、 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和意义
二、 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规定
三、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的范围
第三节精神障碍及重要生理功能缺陷
一、 精神障碍的概念
二、 精神障碍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
三、 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生理功能缺陷
第四节认识错误
一、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及存在的范围
二、 法律认识错误
三、 事实认识错误
第五节期待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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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待可能性的意义
二、 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三、 意外事件
四、 不可非难的社会行为
第六节原因自由行为
一、 原因自由行为的意义
二、 醉酒人的责任能力
第三编犯罪形态论
第八章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故意犯罪的犯罪形态
一、 概述
二、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存在的范围
第二节犯罪既遂
一、 犯罪既遂标准的考察
二、 既遂犯的形式
第三节犯罪预备
一、 犯罪预备的概念和特征
二、 预备行为的形式
三、 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
四、 预备犯的刑事责任
第四节犯罪未遂
一、 犯罪未遂的概念
二、 犯罪未遂的特征
三、 犯罪未遂形态的种类
四、 未遂犯的刑事责任
第五节犯罪中止
一、 犯罪中止的概念
二、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中止的类型
三、 犯罪中止的特征
四、 中止犯的刑事责任
第九章共同犯罪
第一节共同犯罪概述
一、 犯罪的参与体系
二、 共同犯罪成立的学说
三、 我国刑法理论有关共同犯罪的观点
第二节正犯与共犯
一、 正犯与共同正犯
二、 正犯与狭义共犯
第三节狭义共犯
一、 共犯处罚根据
二、 狭义共犯的法律属性
第四节共同正犯中的争议
一、 共谋的共同正犯
二、 继承共同正犯
三、 片面共犯
四、 间接正犯
五、 亲手犯
六、 对向犯
七、 过失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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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基于我国立法共同犯罪的分析
一、 共同犯罪的条件
二、 共同犯罪的形式
第六节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参与者及其刑事责任
一、 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参与者的分类标准
二、 共同犯罪参与者的刑事责任
第七节共犯与身份
一、 主犯犯罪性质说的争议
二、 不真正身份犯与共犯的定罪处罚
三、 无身份者能否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
第八节共同犯罪中的认识错误及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
一、 共同犯罪中的认识错误
二、 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
第十章罪数形态
第一节罪数形态概述
一、 罪数区分的意义和区分标准
二、 罪数的种类
第二节实质的一罪
一、 想象竞合犯
二、 继续犯
三、 结果加重犯
第三节法定的一罪
一、 集合犯
二、 结合犯
第四节处断的一罪
一、 连续犯
二、 牵连犯
三、 吸收犯
第四编刑罚论
第十一章刑罚及其裁量
第一节刑罚理论
一、 刑罚的概念
二、 刑罚的目的
第二节刑罚种类
一、 主刑
二、 附加刑
三、 非刑罚处理方法
第三节刑罚适用原则
一、 量刑的原则
二、 量刑情节
第四节累犯
一、 累犯的概念和分类
二、 一般累犯及成立条件
三、 特别累犯及成立条件
四、 累犯的刑事责任
第五节自首与立功
一、 自首的概念和类型
二、 自首与坦白的关系
三、 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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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数罪并罚
一、 数罪并罚概述
二、 数罪并罚的原则
三、 不同情况下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适用
四、 数罪并罚的其他问题
第七节缓刑
一、 缓刑的概念
二、 一般缓刑
三、 战时缓刑
第十二章刑罚执行制度
第一节刑罚执行概述
一、 刑罚执行的概念
二、 刑罚执行的原则
第二节刑罚的执行
一、 死刑的执行
二、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执行
三、 拘役、管制刑的执行
四、 财产刑的执行
五、 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执行
第三节减刑
一、 减刑的概念
二、 减刑的适用条件
三、 减刑的程序和减刑后的刑期计算
第四节假释
一、 假释的概念
二、 假释适用的条件
三、 假释的程序、考验和撤销
第十三章刑罚的消灭
第一节刑罚消灭概述
一、 刑罚消灭的概念
二、 刑罚消灭原因
第二节时效
一、 时效概述
二、 追诉时效
第三节赦免
一、 赦免的概念和种类
二、 我国赦免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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