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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

内容概要

本书系陈兴良教授刑法学术论文集第三部，收录了作者自1998年至2001年发表的刑法学论文(包括少数
刑事诉讼法、犯罪学及其他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总则理论、分理论三编。本书内容涉及我国刑事法
治研究中的一系列前沿问题，反映了作者在对刑法进行的规范研究与超规范研究两个领域取得的前沿
性成果，还可以看到作者对刑事诉讼法，犯罪学等相关领域的独到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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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

作者简介

陈兴良，1957年3月21日生，浙江义乌人。1981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4年12月获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至1997年在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被评为博士导师。现任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犯
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狱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学科评审组专家等职。1997年法选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0年获教育部第二届
高校青年教师奖：2001年“中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等奖
：2004年经人事部等八部委批准，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入选教育部文
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5年“刑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6年作为课程负责人的北京大学刑法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主要学术成果：专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2），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刑法哲学》（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7年修订1版，2000年修订2版，2003年修订3版），1995年获国家教委
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遗传与犯罪》（群众出版社，1992）；《刑法的人性
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初版，1998年第2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8），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刑法的启蒙》（法律出
版社，1998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2002年获司法部法学
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本体刑法学》（高务印书馆，2001），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06年获司法部法学
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与周光权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除专者外，另有文集8部，并主编著作三十余部，合著6部，合译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
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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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

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一般理论  1 刑事法治的理念建构  2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理念、规范、体制之考察  3 社会危害
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  4 超越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忠诚理论——对刑法正当根据的追问  5 刑法机
能的展开  6 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  7 刑事程序的宪政基础  8 从“法官之上的法官”到“法官之前的法官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检察权  9 诉讼结构的重塑与司法体制的改革  10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
以刑事法治为视角  11 劳动教养之权力归属分析  12 劳动教养：根据国际人权公约之分析  13 法学：作
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考察——尤其以刑法学为视角  14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学研究第二编  总则理论 
15 犯罪：规范与事实的双重视角及其分野  16 犯罪概念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辨正  17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
罪问题  18 犯罪构成的体系性思考  19 定罪之研究  20 “无行为则无犯罪”——为一条刑法格言辨护  21 
犯罪不作为研究  22 论不作为犯罪之作为义务  23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24 罪责序说  25 刑事责任能力研究 
26 故意责任论  27 过失责任论  28 正当化事由研究  29 未完成罪研究  30 共同犯罪的法理分析  31 论犯罪
的对合关系  32 法人犯罪的法理分析  33 罪数形态序说  34 刑罚目的的新论  ⋯⋯第三编  分则理论刑法
理论的世纪展望（代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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