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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总论重要问题》

内容概要

《刑法总论重要问题》译自早稻田大学松原芳博教授2013年出版的最新著作（《刑法总论》，日本评
论社2013年版）。本书以结果无价值论为理论基调，通过探究解释论上的真正对立之所在及其背景，
揭示了日本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力图呈现更为合理的刑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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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松原芳博，1960年出生于日本。1985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现为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务
研究科教授、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日本刑法学会理事、日本学术会议联系会员。主要著作有《刑法
总论》（日本评论社2013年版）、《犯罪概念与可罚性》（成文堂1997年版）、《判例特别刑法》（
共同编著，日本评论社2012年版）、《刑法的判例〔总论〕》及《刑法的判例〔各论〕》（编著，成
文堂2011年版）、《重点课题刑法总论》及《重点课题刑法各论》（共同编著，成文堂2008年版）等
。
译者：王昭武，1968年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1991年武汉大学日语系毕业后，进入上海外企工作
。2001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师从刘明祥教授攻读刑法学专业硕士；2003年4月至2009年3月留学日
本同志社大学，师从大谷实教授，先后获得同志社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王健
法学院副教授。主要译著有《日本刑法总论》（西田典之第2版，合译）、《日本刑法各论》（西田
典之第6版、合译）及《日本刑法各论》（山口厚第2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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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罚的意义与目的
一 犯罪与刑罚
二 刑罚的概念
三 刑罚的正当化理由
（一） 社会机能、形式合法性、实质正当性
（二） 报应刑论
（三） 一般预防论
（四） 特殊预防论
（五） 国家方面的正当化与行为人方面的正当化
四 近期的重刑化倾向与刑罚理论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 法益保护主义
（一） 社会伦理主义与法益保护主义
（二） 父权主义
二 行为主义
三 处罚的早期化与法益概念的稀薄化
四 责任主义
五 罪刑法定原则
（一） 从人的支配到法的支配
（二） 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三） 法律主义
（四） 禁止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
（五） 禁止类推
（六） 禁止类推原则的适用范围
六 刑罚法规的适正
（一） 明确性原则
（二） 体感治安的降低与不明确的刑罚法规
（三） 刑罚法规内容的适正
（四） 合宪限定解释
第三章 犯罪论体系
一 犯罪的定义与犯罪论体系
二 行为
（一） 体系性定位
（二） 行为的内容
三 构成要件该当性
（一） 构成要件的性质
（二） 罪刑法定原则机能
（三） 违法类型化机能
（四） 违法推定机能
（五） 故意规制机能
（六） 犯罪个别化机能
（七） 构成要件要素
（八） 犯罪类型的分类
四 违法性
五 责任（有责性）
六 违法性与责任的区别
七 客观处罚条件、一身性的处罚阻却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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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因果关系
一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二 条件关系
（一） 假定的消去公式
（二） 择一的竞合
（三） 假定的原因
（四） 合义务的态度的替代
三 相当因果关系
（一） 等价说、中断论、原因说
（二） 相当因果关系说
（三） 行为当时的特殊情况
（四） 行为之后的介入情况
（五） 对因果关系的规范性限定（客观归属论）
第五章 不作为犯
一 不作为的行为性
二 作为与不作为
三 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
四 作为义务（保障人地位）
（一） 体系性地位
（二） 形式的三分说
（三） 实质说
（四） 探讨
（五） 判例态度
五 作为可能性与结果避免可能性
第六章 违法论概述
一 违法的实质
二 “结果”的含义与刑法规范
（一） 规范违反说与命令规范
（二） 法益侵害说与评价规范
三 违法与责任的区别
（一） 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
（二） 一般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
（三） 义务赋予机能与动机形成机能
（四） 规范确证论
四 主观违法要素
（一） 违法的实质与主观因素
（二） 目的犯中的目的等
（三） 主观违法要素否定论
五 违法阻却事由
（一） 违法性与违法构成要件、违法阻却事由
（二） 社会相当性
（三） 法益衡量
（四） 违法阻却事由的种类、区别
六 可罚的违法性
第七章 法益主体的同意
一 不处罚的根据
二 同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三 不处罚效果的例外
四 同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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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判例态度
（二） 社会相当性说
（三） 全面不可罚说、生命危险说、重伤害说
五 有效要件
（一） 存在形态、是否需要存在认识
（二） 存在时点
（三） 认识内容、任意性
（四） 同意能力
六 基于错误的同意
（一） 判例态度
（二） 条件错误说
（三） 法益错误说
（四） 自律的自我决定说
（五） 探讨
七 推定的同意
八 危险的接受
第八章 正当防卫
一 正当化原理
（一）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二） 社会相当性说
（三） 法益丧失说
（四） 优越利益说
（五） 探讨
二 不法侵害
（一） 无责任之侵害
（二） 对物防卫
三 紧迫性
四 防卫意思
（一） 防卫意思的内容、是否需要防卫意思
（二） 偶然防卫
五 防卫行为（广义）
（一） 学说与判例概述
（二） 适合性
（三） 必要性（最小必要限度性）
（四） 相当性（缓和的均衡性）
（五） “盗犯防止法”的特别规定
六 相互对立状况下的特殊问题
（一） 判例与学说概述
（二） 探讨
七 防卫过当
（一） 法律性质
（二） 质的过当与量的过当
第九章 紧急避险
一 法律性质
（一） 紧急避险的特征
（二） 责任阻却说
（三） 违法阻却说
（四） 可罚的违法阻却说
（五） 二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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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探讨
二 要件
（一） 危险
（二） 现实性
（三） 避险行为（适合性）
（四） 补充性（严格的最小必要限度性）
（五） 法益均衡
（六） 有关业务上具有特别义务者的特别规定
三 避险过当
第十章 其他违法阻却事由
一 法令行为
（一） 含义
（二） 职权行为、职务行为
（三） 权利行为
（四） 特别法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
（五） 基于政策性理由而为法令特别允许的情况
（六） 劳动争议行为
二 正当业务行为
（一） 第35条的射程
（二） 律师、辩护人的辩护活动
（三） 媒体的采访活动
（四） 宗教活动
（五） 体育竞技
（六） 医疗行为
（七） 安乐死、尊严死
三 义务冲突
四 私力救济
五 狭义的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
六 可罚的违法阻却事由
（一） 超法规的可罚的违法阻却事由
（二） 《劳动工会法》第1条第2款之适用
（三） 可罚的违法性与合宪限制解释
第十一章 责任论概述
一 责任的含义与内容
二 责任非难的对象
三 责任要素
四 责任能力
（一） 心神丧失、心神耗弱
（二） 《心神丧失者等医疗观察法》
（三） 刑事未成年人
五 期待可能性
第十二章 故意与错误
一 故意
（一） 意义、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 确定的故意与未必的故意
（三） 故意的认识对象
（四） 对含义的认识
二 具体的事实错误
（一） 事实错误的含义与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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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定符合说与具体符合说
（三） 故意的个数
（四） 对象错误与方法错误的区别
（五） 犯罪事实的同一性的范围
三 抽象的事实错误
（一） 符合的“范围”
（二） 符合的“逻辑”
四 对相当于违法阻却事由的事实的假想（假想防卫）
（一） 问题之所在
（二） 肯定违法阻却的立场
（三） 肯定存在故意的立场（严格责任说）
（四） 否定存在故意的立场
（五） 假想防卫过当
（六） 防卫行为与第三者
第十三章 违法性的意识
一 是否需要违法性的意识
（一） 违法性的错误
（二） 不要说
（三） 必要说（严格故意说）
（四） 可能性说之一（限制故意说）
（五） 实质的故意说
（六） 可能性说之二（责任说）
（七） 判例向可能性说的接近
二 “违法性”的意识的内容
三 事实的错误与违法性的错误的区别
（一） 区别标准
（二） 行政取缔法规
（三） 规范的要素
四 违法性的错误的判断
第十四章 过失犯
一 现代社会与过失犯
二 处罚过失犯的规定
三 过失犯的结构
（一） 旧过失论
（二） 新过失论
四 构成要件该当性
（一） 过失犯的实行行为
（二） 过失的不作为犯
（三） 结果避免可能性
五 违法阻却事由
六 责任
七 预见可能性
（一） 危惧感说
（二） 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说
（三） 预见可能性的构成要件关联性
（四） 个别对象的预见可能性
（五） “因果进程的基本部分”的预见可能性
（六） 信赖原则
（七） 管理、监督过失与预见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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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预见可能性的标准
八 重大过失与业务过失
第十五章 未遂犯
一 概述
（一） 含义
（二） 未遂犯观念的形成
（三） 刑罚目的与未遂犯处罚根据
（四） 违法的本质与未遂犯处罚根据
（五） 其他的未完成犯罪
二 未遂犯的成立时点
（一） 学说概述
（二） 未遂构成要件的结构
（三） 有关着手未遂的判例
（四） 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结果的提前发生）
（五） 构成要件的推迟实现（结果的推迟发生）
（六） 隔离犯、间接正犯
（七） 原因自由行为
三 不能犯
（一） 含义
（二） 纯主观说与抽象的危险说
（三） 具体的危险说
（四） 客观的危险说
（五） 判例态度
第十六章 中止犯
一 含义与效果
二 刑罚减免根据
（一） 刑事政策说
（二） 法律说
（三） 逆向理论
（四） 探讨
三 中止行为
（一） 中止行为的形式
（二） 中止行为与结果防止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 作为形式的中止与真挚的努力
四 任意性
（一） 学说概述
（二） 探讨
五 预备的中止
第十七章 正犯与共犯
一 现行法上的参与类型
（一） 四种参与类型
（二） 教唆犯、从犯的从属性
（三） 狭义的正犯、共犯概念与广义的正犯、共犯概念
二 正犯与共犯
（一） 正犯与共犯的关系
（二） 主观说
（三） 形式的客观说
（四） 实质的客观说（规范的障碍说）
（五） 溯及禁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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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为支配说
三 间接正犯
（一） 含义
（二） 强制性支配
（三） 利用无责任能力者
（四） 利用他人的错误
（五） 利用有故意的工具
（六） 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
四 共同正犯
（一） 刑法第60条的机能
（二）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
（三） 共同的对象
五 共谋共同正犯
（一） 判例态度
（二） 问题点
（三） 理论根据
（四） 共谋的含义
第十八章 共犯的处罚根据
一 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概述
（一） 可罚性借用说
（二） 责任共犯论与不法共犯论
（三） 对他人不法的连带说
（四） 惹起说（因果共犯论）
二 惹起说内部的对立
（一） 纯粹惹起说
（二） 修正惹起说
（三） 混合惹起说
三 未遂的教唆
四 因果性的内容
（一） 共犯的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二） 片面的共犯
（三） 从犯的因果关系
五 共犯成立的时间界限
六 承继的共犯
（一） 问题之所在
（二） 全面承继说
（三） 限定承继说
（四） 二元说
（五） 承继否定说
（六） 判例态度
（七） 承继的共犯与同时伤害的特例
七 共犯关系的脱离
（一） 因果关系切断说
（二） 实行着手之前的脱离
（三） 实行着手之后的脱离
八 共犯与中止
第十九章 共犯与身份
一 第65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的关系
（一） 连带作用与个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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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式的区分说
（三） 罪名与科刑分离说
（四） 实质的区分说
（五） 探讨
（六） 身份者对非身份者的加担
二 第65条第1款中的“共犯”的范围
三 第65条中的“身份”的范围
第二十章 共犯的其他问题
一 共犯的错误
（一） 问题之所在
（二） 教唆的射程、共谋的射程
（三） 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同一构成要件之内的错误）
（四） 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不同构成要件之间的错误）
（五） 不同参与类型之间的错误
二 必要的共犯
（一） 含义
（二） 对向犯
（三） 集团犯
三 中立行为与从犯
（一） 问题之所在
（二） 学说概述
（三） 探讨
（四） 判例态度
四 预备犯的共犯
五 不作为与共犯
（一） 针对不作为犯的共犯
（二） 不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共同正犯
（三） 不作为的共犯（不阻止他人的犯罪行为）
（四） 有关不作为的共犯的判例
六 过失共同正犯
（一） 问题之所在
（二） 学说概述
（三） 探讨
（四） 判例态度
七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
第二十一章 罪数论与犯罪竞合论
一 罪数论与犯罪竞合论概述
二 单纯的一罪（包括法条竞合）
三 包括的一罪
（一） 含义
（二） 集合犯
（三） 发展犯（狭义的包括的一罪）
（四） 共罚的事前行为、事后行为
（五） 侵占之后的侵占
（六） 接续犯
（七） 附随犯
（八） 混合的包括的一罪
四 想象竞合
（一） 含义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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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个行为
（三） 不作为犯中的一个行为
（四） 共犯中的一个行为
五 牵连犯
六 “搭扣”现象
七 并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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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扎实 ！
2、醍醐灌顶的阅读体验，日本刑法学名不虚传，难怪楷哥一直在汲取日本刑法学的精华。
3、看了前20页就可以下结论了：5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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