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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三元结构论》

内容概要

刑事三元结构论（刑事哲学方法论初探），ISBN：9787301098561，作者：高维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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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三元结构论》

作者简介

高维俭 (1972-)。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主要学术领域涉及刑法学、犯罪学、被害人学、少年法
学、刑事政策学和刑事哲学。目前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刑事三元结构论》、《刑事学科系统论》(载
《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载于《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
弗洛伊德本能论的犯罪学思考》(载《犯罪研究》2002年第5期)和《我国少年法院的理想模式》(载《
人民法院报》2001年2月12、19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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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三元结构论》

书籍目录

绪论上篇 刑事三元结构的由来  第一章 反思论——对犯罪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被害入学的产生及发展  
 第一节 犯罪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及评价      一、犯罪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      二、犯罪中心主义的基本
评价    第二节 犯罪中心主义的历史考察      一、上古先民时期或原始社会时期      二、古代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时期      三、人类社会的近、现代时期    第三节 历史性反思以及被害人学的产生      一、有关
的历史因缘      二、被害人学的诞生      三、初期的理论概况    第四节 反思的扩展及被害人学的发展’    
 一、被害人学的理论发展      二、被害人学的实践发展      三、被害人学的空间发展——国际化和全球
化  第二章 追问论——被害人学之疑问以及刑事学科基础理论    第一节 被害人学基本理论构架的梳理
及推演      一、目前被害人学基本理论构架的梳理      二、被害人学基本理论构架的推演    第二节 被害
人学学科名称及学科定位问题的思考      一、被害人学的学科名称问题以及被害行为论      二、被害人
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以及犯罪-被害关系模式    第三节 关于犯罪事件论的思考——刑事三元结构论的提
出      一、“犯罪事件论”及其基本理论意义      二、犯罪事件论的局限性以及刑事三元结构论的提出
中篇 刑事三元结构的本体  第三章 建构论——刑事三元结构的基本理念    第一节 关于结构的理念      一
、学界的有关认识      二、笔者的基本看法    第二节 刑事事实三元结构模式      一、刑事事实三元结构
的基本模式图      二、刑事事实的三元主体      三、刑事事实的横向三元结构——刑事场      四、刑事事
实的纵向三元结构——刑事原因      五、刑事社会矛盾关系及其伦理基础的中心与统一地位    第三节 刑
事对策三元结构模式      一、刑事对策三元结构的基本模式图      二、刑事对策主体——国家      三、刑
事对策对象的三元性——刑事事实的三元性      四、刑事对策目的和手段的三元性      五、刑事对策三
元结构表      六、刑事对策结构的内在关联    第四节 刑事事实与刑事对策的基本关系      一、刑事事实
和刑事对策的本体论关系      二、刑事事实和刑事对策的认识论关系      三、刑事事实和刑事对策的历
史论关系  第四章 定位论——刑事三元结构和刑事一体化    第一节 刑事一体化思想概要——刑事学科
研究的整体观念      一、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历史概要      二、刑事一体化思想研究的现状及评价    第二节
刑事一体化与刑事三元结构的连接      一、刑事一体化理论的两点追问      二、刑事一体化和刑事三元
结构之间关系的推论——刑事学科系统论    第三节 其间的一个必然问题——刑事学科群及其结构      一
、刑事学科群的概念和基本内容      二、对刑事学科群进行结构分析的理论意义      三、刑事学科群结
构的相关基本认识及简评      四、刑事学科群的结构分析      五、刑事学科群结构总体示意图下篇 刑事
三元结构本体的部分展开  第五章 事实论——刑事事实三元结构的展开    第一节 刑事现象三元结构论   
  一、刑事主体论——三个基本主体      二、刑事行为论——三对基本的互动关系      三、犯罪场、刑事
场和刑事现象的内在关联    第二节 刑事原因结构论      一、刑事根源论——本能及需要、层次及机理     
二、刑事原因的三个基本方面——犯罪者、被害者、刑事环境  第六章 对策论——刑事对策三元结构
模式的展开    第一节 刑事司法三元对策      一、刑事犯罪司法对策——加害者刑事责任制度      二、刑
事被害司法对策——刑事被害救偿制度      三、刑事环境司法对策——刑事司法建议制度    第二节 刑事
行政三元对策      一、刑事控制三元对策      二、刑事社会治理对策本章小结：刑事对策与水患对策之
比方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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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三元结构论》

编辑推荐

本书旨在倡导刑事案件分析以及刑事学科研究的一种全面、立体、系统、整体和谐的结构范式。该论
著富有创见，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证较为深刻有力，文笔流畅，注重学术规范，体现
了作者在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学术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良好的综合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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