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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

内容概要

《 解读与评析》内容简介：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至今已三十余年，1997年进行了全面修正，尤其最
近对刑法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刑事法网日渐严密。刑法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相应，刑法学可谓是我国法学领域里起步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研究相对
成熟的学科，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愈加错综复杂，刑法
学的研究日渐深入，但包括刑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大量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疑难
案件亟待从理论上加以解决。这就要求刑法学研究在积极吸取国外优秀成果的同时努力实现与本国刑
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对接，在致力于对现行刑法规范进行注释解读的同时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
治学、经济学等手段从刑事政策、犯罪学、国际刑法学等多角度拓展刑法学研究视野，并最终服务于
刑法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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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单行刑法修改，是指由刑事立法机关就某一类犯罪及其法律后果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
，对刑法进行补充和修改的一种方式。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因而
单行刑法的制定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不过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没有采取过这种
方式制定或者修改刑法规范，而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这一立法权的，并且一般是以“决定”
、“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形式来颁行单行刑法，以对刑法进行补充和修改的。在1997
年《刑法》修订之前，这种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是我国最常见的刑法规范修改方式。自1979《刑法》
颁布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这14年间一共颁布了23部单行刑法。就所修订的
内容来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形：（1）针对刑法适用的原则性规范进行修订，如1982年3月8日颁
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针对投案自首的日期有条件地规定了从新原则；1983年9
月2日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更是对某些犯罪在适用刑法的时候规
定了从新原则，从而改变了刑法所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2）对刑罚适用作出补充或者变更规定
，如1981年6月10日《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对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
劳改犯、劳动教养人员作出了从重或者加重处罚的补充规定，从而改变了刑法所规定的累犯处罚原则
；1981年6月10日颁布的《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第43条第2款中的死刑案
件的核准问题作了限时性补充规定。（3）对刑法所规定的罪名增加法定刑或者减少犯罪成立的构成
要素，如1991年9月4日颁布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
》第141条规定的拐卖人口罪从犯罪对象、犯罪目的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并提高了其法定刑，以及各种
法定刑对应适用的情形。（4）新设类罪或者增设新的罪名，如1990年6月28日颁布的《关于惩治侮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增设了侮辱国旗、国徽罪；1981年6月10日颁布的《惩治军人违
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则全面增加了军人违反职责罪的规定。应该说在我国这段刑事立法时期内，单行
刑法修改最多的内容就是增加罪名、减少犯罪成立的构成要素和提高法定刑。这主要与1979年《刑法
》基于“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制定，而我国当时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型犯罪不断出现，刑
法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导致重刑主义抬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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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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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是不如刑法专家，比如马、高、赵等写的书有水平。
不过对于修8的学习来说，这本书也不错的。
2、本次买得书质量很好,很实用,而且也很方便,因为在市场上都难找齐,在当当买到了,以后会常来的,这
样的购书方式对我来说感觉很不错,
3、书得内容很好
4、该书系《刑法修正案（八）》颁行后较为全面、系统地解读与评析修正案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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