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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犯罪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比较法是研究法律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法学领域的一门分支学科。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
度和各国法律的互有异同，出于借鉴其他国家法律的需要，遂有比较法的产生，作为法律重要部门之
一的刑法也不例外。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习惯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使它们
的刑法理论各具特色。但是，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在维护社会秩序这一
点上又是共通的，这就形成各国刑法的可比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比较
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比较才能评定优劣，有比较才能借鉴和吸收。对一般事物是如此，对
刑事立法也是如此。所以。加强对刑法的比较研究，了解和借鉴国外刑法，做到“洋为中用”，对于
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制转型期，体制转型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
过程中国际交往的频繁和涉外刑事案件的日益增多，法律冲突也屡见不鲜。因而，如何保障和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优化我国的投资法律环境，使我国刑法面向世界，并逐步同国际接轨，
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之后，这一任务显得尤为紧迫。基于这一考
虑，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比较研究丛书，希望“借他山之石”，以促进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本“丛书”以刑法分则为选题范围。这是因为，我国关于刑法的比较研究起步较晚，而且从研究的范
围来看，过去主要集中于宏观方面刑法基本理论的比较研究，这一方面固然重要，但是对刑法分则的
比较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就我国研究的现状而言，对刑法个罪的比较研究还非常薄弱。故我们根
据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需要，选择了刑法分则中一些常见和经常发生的犯罪及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
进行比较研究。第一批选定的比较研究的题目是：
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比较研究
2．侵犯知识产权罪比较研究
3．网络犯罪比较研究
4．医疗犯罪比较研究
本“丛书”的编写目的，是在分析和比较各国有关刑法制度的基础上，为我国的刑法立法完善提供可
靠的理论依据。为实现这一目的，该“丛书”力图体现以下几个特点：(1)全面系统。为了更好地吸收
、借鉴国外先进的刑法立法经验，各位作者广泛收集了包括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
地区的有关立法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手的外文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充分论证，提出可资借
鉴之处。(2)深入细致。比较研究重在以理服人，在“丛书”中，各位作者不仅认真考察了各国刑法制
度的相同性和差异性，而且深入探讨了这些刑法制度所产生的背景，对其的利弊得失进行实事求是的
评价，使该书更具有说服力。(3)突出重点。各国刑法制度有同有异，而比较研究通常重在“异”。根
据这一特点，“丛书”一方面区分常见多发犯罪和一般犯罪，以及这些犯罪中的重点热点问题和一般
问题．分别给予详略不同的论述；另一方面重点对中外有关刑法制度的差异进行剖析，对其他问题则
只作一般性介绍。
在“丛书”作者的选择和安排上，为保证本“丛书”的学术质量和理论水平，作者均为刑法专业的博
士或博士研究生，其中不乏从事多年司法实务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在写作方式上也体现了灵活性，
既可以是一人独著，也可以是二三人合著。
本套“丛书”先由主编确定选题和编写计划，并同时确定各本书的作者，然后作者提出编写大纲和内
容设想，交主编审查。作者撰写完书稿后，再交主编审定。主编审定每本书的主要观点和技术规范，
以使整套丛书的体例、风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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