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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创立的目的，宏观而言，就是大力推进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微观而言，
就是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领域中促进刑事法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因而关注刑事法治中的
实际问题，努力解决建设和完善刑事法治进程中的难题，是本系列报告最为鲜明的特色。本书2003年
卷(分为上、下册)收集了本年度向中央政法机关及有关部委报送的24篇研究咨询报告，涉及刑事立法
、司法、刑罚执行，荟萃了有关中国刑事法、中国区际刑事法、国际刑法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宏观到
微观，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兼容。提出了诸多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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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　（2003年卷上册）  论刑法立法的完善问题    一、从立法思想看我国刑法立法
中存在的问题      （一）罪刑法定原则没有在刑法中一以贯之      （二）市场经济的要求没有充分反映    
 （三）重刑主义没有完全清除    二、从立法结果看我国刑法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某些条文的规
定违反刑法的精神      （二）某些条文的设计不科学      （三）某些条文的规定不合理      （四）某些条
文的用语不规范    三、完善我国刑法立法的思考      （一）关于刑法的严密性问题      （二）关于刑罚的
轻重问题    （三）关于刑法规范的科学性  刑法立法解释探讨    一、前言    二、刑法立法解释的必要性
及条件      （一）刑法立法解释的必要性问题      （二）刑法立法解释的条件    三、刑法立法解释的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二）必要性原则      （三）科学性原则    四、刑法立法解释的程序      （一）
刑法立法解释程序的法律依据      （二）刑法立法解释的程序    五、刑法立法解释的效力      （一）刑法
立法解释的效力等级      （二）刑法立法解释的效力范围    六、结语：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面临的困境和
完善展望  关于在定罪活动中考虑人格问题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二、人格的概念及其特点      （一
）人格的概念      （二）人格的特点    三、人格在定罪中的运用      （一）国外有关情况      （二）国内
的研究      （三）本文的基本见解      （四）适用中的具体问题  我国短期自由刑问题应对方案研究    一
、前言    二、短期自由刑利弊、存废之争的考察评析      （一）短期自由刑的利弊之争      （二）短期自
由刑的存废之争    三、刑事立法层面的应对方案      （一）建立短期自由刑易科非监禁刑制度      （二）
健全刑事犹豫制度    四、刑事司法层面的应对方案      （一）在量刑时尽是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宣告      （
二）改革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三）改善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条件  量刑建议权研究    一、前言    
二、国外量刑建议制度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      （二）大陆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      
（三）未设置量刑建议制度的国家    三、量刑建议制度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取向      （一）量刑建议制度
的理论依据      （二）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取向    四、量刑建议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一）量刑建
议权与权      （二）量刑建议权与辩护权    五、量刑建议权的法律后果      （一）量刑建议是向审判机关
的“建议”      （二）量刑建议权是对审判权有效的外部监督      （三）量刑建议权是对检察机关行使
监督权的自我约束    六、量刑建议权的程序设计      （一）量刑建议的主体      （二）量刑建议的行使阶
段      （三）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工作机制      （四）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具体方式    七、量刑建议
制度的前景      （一）现行立法空间      （二）现行司法实践      （三）立法建议  我国累犯实务疑难问题
研究    一、累犯立法实务疑难问题研究      （一）应否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      （二）应否增设单位累犯
     （三）应否修改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的现行规定      （四）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是否科学　      （五
）条文用语是否严谨周密    二、累犯司法实务疑难问题研究      （一）累犯认定中新旧刑法的冲突及其
解决      （二）缓刑期满后又故意犯罪是否构成累犯      （三）假释以后又故意犯罪是否构成累犯      （
四）我国四法域之间的累犯问题      （五）判决生效后发现为累犯的如何处理      （六）数罪累犯的从
重处罚问题      （七）刑法第356条与累犯制度的关系问题      （八）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第6条合理性之
评析  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问题探讨    一、前言    二、缓刑类型的完善    三、缓刑适用制度的完善      （
一）缓刑适用形式条件的完善      （二）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完善      （三）建立法人缓刑制度      （
四）增设缓刑适用的程序性规定    四、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缓刑考验期的规定      （二）
增设关于缓刑负担的规定      （三）完善有关缓刑指示的规定      （四）完善有关缓刑撤销的规定      （
五）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缓刑人又犯新罪或者尚有漏罪，在将前罪与后罪实行数罪并罚后，是否仍
然可以宣告缓刑，有待进一步明确      （六）增设有关保障缓刑人基本权利的规定    五、关于我国刑法
中缓刑规定的具体构想  中国行刑社会化的政策与策略研究——兼论中国刑罚制度的改革    一、引言    
二、我国刑罚适用的现状与问题    三、小康社会和政治文明取向下的刑事政策    四、行刑社会化与甸
行刑改革  论选择犯的司法认定与刑罚适用    一、选择犯罪概述    二、选择犯的司法认定    三、选择犯
的刑罚适用    四、结语：选择犯的立法评判与完善  中国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的合理划分
论纲    一、引言    二、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合理划分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合理划分
的原则    四、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划分    五、结语  正确解决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
冲突之制度构想    一、前言    二、解决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三、刑事管辖权
冲突之解决与中国区际刑事互助    四、确定刑事管辖的具体程序    五、解决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
问题之立法完善  国际刑事法院及相其相关问题研究    一、研究的必要性与意义    二、国际刑事法院的
诞生和近期工作情况    三、各国签署、批准《罗马规约》的情况    四、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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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    五、关于中国是否参加《罗马规约》及其方式的探讨    六、附件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司法
化改革方案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沿革及其改革必要性    二、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各种改革方案的述评   
三、改革方案的设计    四、关于劳动教养改革中、长期目标的初步设想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　
（2003年卷下册）  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立法的适用与完善问题研究    一、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立法的适用
问题    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立法的完善问题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国内立法    一、前言    二、
恐怖活动犯罪的沿革及其概念    三、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法规范    四、若干国家惩治恐怖活动
犯罪的相关立法    五、中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内立法    六、中国国内立法对国际刑法规范和外国
相关立法的回应与借鉴    七、中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完善构想    八、结语  刑法中恐怖组织的界
定问题研究    一、前言    二、恐怖组织概述    三、如何定义恐怖组织    四、恐怖组织的本质特征    五、
恐怖组织的司法认定    六、结语：关于恐怖组织概念和特征的立法完善建言  证券违规犯罪成因、趋势
及其司法遏制    一、证券市场新环境中违规犯罪的诱导因素    二、现行证券犯罪刑事立法设置的局限   
三、加入WTO对我国证券违规犯罪的影响    四、惩治证券违规犯罪原则调整与关系协调    五、完善我
国证券犯罪刑事立法    六、完善证券犯罪的非刑事处罚体系  侵犯知识产权比较研究    一、引言    二、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之价值取向    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各国刑事立法    四、完善中国知识
产权刑法保护之构想    五、假冒注册商标罪    六、假冒专利罪    七、侵犯著作权罪    八、侵犯商业秘密
罪  中国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立法完善    一、“致人死亡”的立法现状及简要评价    二、“致人死亡
”的立法完善  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研究    一、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有组织犯罪的刑
罚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四、关于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  试论
网络犯罪若干基本问题    一、网络犯罪的本质属性    二、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    三、网络犯罪的特殊
形态    四、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五、结束语  偷渡犯罪比较研究    一、偷渡犯罪概述    二、偷渡犯
罪产生的原因    三、偷渡犯罪的危害    四、偷渡犯罪的防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犯罪刑法适用研究 
  一、应当重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殊时期相关犯罪活动的刑法惩治    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问题    
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问题    四、侵犯商标权犯罪问题    五、扰乱市场秩序犯罪问题    六、扰乱
公共秩序犯罪    七、危害公共卫生犯罪问题    八、职务犯罪问题    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殊时期相
关其他组织问题    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殊时期的刑事司法原则    十一、积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
机的刑法完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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