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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事态犯罪的研究甚为系统。着力关注了世界范围内事态犯罪的历史发展以及时代演变，并且在
更加广博的视域内展开了对事态犯罪的全方位和高层次法理性研究。充分吸纳国内外刑法学界相关研
究成果和博士论文答辩中专家提出的合理建议，以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以及精细的
语义分析等方法，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深刻剖析了事态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所具有的突出特点
。在刑事实体法方面侧重揭示了事态犯罪对传统刑法理论的冲击，以及如何实现其与既有理论体系的
协调与共容。在刑事程序法方面侧重研究了事态犯罪在证明规则上所引起的实践性新问题，以及在罪
数判断、特殊各罪等方面因事态犯罪特殊的构罪原理而带来的新的司法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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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亚娜，女，汉族，1973年10月出生于辽宁建昌。1993年考入辽宁大学法学院学习，于1997年获
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学习，于2000年获得刑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东北师
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系工作至今。2002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在职学习，2005年获得刑法学博士学位
，并于同年获取硕士生导师资格。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和犯罪学。在《东北师大学报
（哲社版）》、《法制与社会发展》、《当代法学》等刊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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