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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法中的犯罪论原理》

内容概要

《美国刑法中的犯罪论原理》是一部研究英美刑法学中犯罪成立条件理论的专著。作者在大量占有英
文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美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判例为标本，对英美刑法中犯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
、辩护理由、不完整罪、特殊责任形式等犯罪论问题进行了客观、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具体内容包括
犯罪客观要素、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犯罪心态、认识错误、正当化事由、可宽恕事由、警察圈套
、未遂犯、共谋犯、教唆犯、严格责任、代理责任、法人责任等，反映了英美刑法学中犯罪要件原理
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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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次，第三条根据以法律错误的辩解容易造假而又难以证明为由否定法律错误的辩护，理由也不充分
。证明被告人对法律存在错误，并不见得比证明其他事项更困难，比如证明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罪过
，是否具有精神错乱（insanity）等其他免责事由等。另外，还可以通过将对法律错误的证明责任转移
给被告人承担，降低法院被欺骗的风险。最后，第四个理由是一种纯粹功利主义的解释。这个理由承
认正常的守法公民也可能误解法律的含义，甚至不知道法律的存在。如果对这种情形也一概地拒绝法
律错误的辩护理由，无异于让被告人承担了严格责任，而这与被误解的法律所要求的伦理可责性相冲
突。的确，现代社会中法律制度的复杂程度已经远非几个世纪前可以比拟，不仅刑法自身的内容和调
整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社会中还充斥着大量的行政管理法规和法律解释，这些法规和解释
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犯罪的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公民通过学习，完全了解刑法的内容，准确
判断自己的某一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的规定，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定”被告人知道法
律也有国家强权之嫌。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被告人“合理行事”甚至竭尽努力还是不知道法律的存
在或误解法律含义的情形。这时，被告人如果实施了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既不说明他具有主
观的伦理可责性，也不代表他是有意违法或藐视法律秩序。因此，在现代社会，继续绝对遵循早期普
通法“不知法律不宽恕”的原则，一概否定法律错误的辩护理由，并不符合“罪过责任”的刑法基本
原则。三、“不知法律不宽恕”原则的例外在现代社会中，英美刑法虽然整体上还在继续沿用“不知
法律不宽恕”的原则，但是已经不像早期那么机械，对于那些确实因为合理原因造成的法律错误，法
院作为辩护理由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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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Oklahoma City
University，OCU）法学院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本书是我在OCU访学期间完成的一部介绍美国刑
法基础理论的专著，直接目的是为南开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一本客观、全面介绍英美刑
法基础理论的教材，以满足“英美刑法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观念中，英美刑
法注重实用，不像德日刑法那样具有发达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英美刑法，对发展我国刑法理论意
义不大。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可能是被介绍进国内的英美刑法著作数量过少，大多
是入门材料而不是理论专著，没有反映出英美刑法理论性的一面。其实，英美刑法不仅具有完整、系
统的理论体系，而且对具体问题的理论探索也颇为深邃。英美刑法理论与大陆法系和我国刑法理论虽
然在形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大多数问题上只是路径与方式的不同，其中表达的价值
目标是相同的。同一问题，按照各自的逻辑往往可以得出相近甚至相同的司法结论。在我看来，英美
刑法理论与我国刑法理论的最本质区别或许不在于其内容或结论的差异，而在于两者生成方式的不同
。英美刑法理论是“法官型理论”①，其内容来源于法院判例经验的总结和归纳，许多原则和标准都
可以找到相应的判例出处，是法官经验的理论化、逻辑化。我国刑法理论是“学者型理论”，其内容
更多是来自法学家们根据“基本价值”和“基础原理”的逻辑演绎，很多原则和标准都是以“权威学
者的论述”为依据，是学术思想的具体化、司法化。就理论与实务的关系而言，英美刑法是法官引领
学者，而我国刑法则是学者指导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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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论文需要，还没有拜读，但是应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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