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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社会，刑法在人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彰显出其无尽的魅
力。刑法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凝结，激发着一代代的学人为之皓首穷经，兀兀穷年。刑法学的发展正是
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这样的传承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以下简称《文
库》）就像涓涓细流或一缕烛光，以学者或学子们自身的沉思和耕耘为刑法学的研究和刑事法治的发
展注入自己的精神，闪烁出自己的智慧。继承前人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赢蛤之
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科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早在1981年就获批
设立刑法学硕士点，现已设立刑法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刑法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和华
东政法大学精品课程，曾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重点资助；现在又成立了华东政法大学
刑法学研究中心，为研究刑法学的学人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和良好的氛围。《文库》就是中心推出的系
列著作中的一部分。作为博士们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他们宣传和弘扬刑法文化的窗口，《文库》
中的著作包含着华政刑法专业博士生们的追求、志向和期望，维系着他们对法治前景的憧憬。　　理
论和学术的追求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着书立说，匡济天下
，一直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这一根脉至今仍然浸润在当代学人的精神深处。在我看来，作为刑法
文化的研究者，“弘扬、建构、批判”是基本的要求也是终极目标，也是《文库》追求的基本价值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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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以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从刑法学角度系统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犯罪构
成的要件、与相关犯罪的比较、刑事管辖权、有关的国际公约以及我国的立法完善等问題进行了研究
，为进一步的具体立法奠定了基础，也为司法实务提供了理论积淀，其创新之处在于结合国内立法与
国际公法的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立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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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完善附录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消除国际恐
怖主义的措施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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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结论　　笔者认为，在上述特征有机组合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补充和修正，恐怖主义犯
罪可界定为：基于特定的某种政治性犯罪动机或社会动机、宗教动机，任何个人、组织，使用暴力或
暴力性、破坏性手段，残害无辜，制造社会恐怖气氛，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将其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这一定义主要说明的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特征及其基本特征，而不是对它的具体描述。因此，对
“政治目的”、“无辜”、“使用暴力”，都不在定义中作具体界定。在“使用暴力或暴力性”后面
加上“破坏性手段”，是考虑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泯灭人性的恐怖主义分子会充分利用科
学技术的进步，所采取的犯罪手段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手段，但却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在“残
害无辜”后面加上“制造社会恐怖”，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恐怖主义者残害无辜的意图：他们采取灭绝
人性的手段残害群众，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制造一种社会恐怖气氛，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社会
目的和宗教目的。同时，作为犯罪行为，恐怖主义犯罪必须在国际公约或国内法有规定，否则难以体
现罪刑法定原则和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　　（三）几组概念的辨析　　在界定恐怖主义犯罪时一般
会涉及以下几个概念：恐怖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活动。①
我国《刑法》将“恐怖主义组织”表述成了“恐怖活动组织”，国际社会和外国政府在立法的时候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刑事立法应当科学、严谨地将恐怖活动组织规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将恐怖主义
犯罪明确表述，而不使用“恐怖活动”、“恐怖组织”之类的概念，以免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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