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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罪的刑法规制－历史与现实》

内容概要

穆伯祥编著的《国事罪的刑法规制——历史与现实》从中国近代国事罪立法的肇始论起，剖析了中国
近、现代国事罪立法的演进历程、立法特点及制度内容，并就亚洲国家刑法典中的国事罪制度进行了
研究。清末修律中的国事罪立法变革为中国近代国事罪立法的法典化、规范化提供了蓝本。北洋军阀
政府时期，国事罪的立法始现“双轨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至为发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同
政权下的国事罪立法形式及内容差异重大。新中国的国事罪立法历经三个时期，国事罪立法模武、罪
名体系及罪刑结构愈加成熟，罪名调整、构成要素及惩罚体系存在待完善之处。由于立法渊源及国情
的不同，我国台湾、澳门地区及亚洲日、韩、越、新加坡等国的国事罪制度呈现出不同的立法模式。
    《国事罪的刑法规制——历史与现实》学术性、可读性、史料性较强，是学习、研究中外国事罪立
法的必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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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南京国民政府国事罪制度的制定程序　　立法是一种严肃的国家权力行使活动，也是国家
利用强制力对社会行为的主动干预活动，任何不当的立法都可能会产生与立法本意相反的结果。在近
代，法律制定程序的正当、合理受到重视，任意立法被抛弃。刑法是关乎刑事犯罪及其惩罚的法律，
每一时期的政权统治者对之均十分重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刑法中的一类重罪，国事罪罪刑制度除有
刑法典国事罪制度之外，还有多达16部的国事罪特别法面世，如此众多的罪刑规范是依据何种程序制
定出来的呢？通过这一视角，我们或许又可以一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中职权独立与僭越并存、制度细
密与操作虚化的矛盾了。　　南京国民政府存立时间尽管只有短短的22年，但其制定了众多法律、法
规，其中即有专门关于法律制定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用以规范立法程序的法律文件
较多，如《立法程序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程序纲领》、《法规制定标准法》、《立法
院组织法》、《法律施行日期条例》，这些规范性文件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活动共同设计了所
需遵循的基本程序。不过，由于这些文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颁行的，国事罪基本
制度及国事罪特别法的制定程序，也就因国民政府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后至“立法院”成立前的国事罪立法程序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经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了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1927年5月7日《中央法制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布
。该条例明确规定，中央法制委员会的职责是秉承中央政治委员会以及国民政府令，草拟并审查一切
法制，并且可以自行草拟并审查各项法制，建议于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从这里可以看出，“中
央法制委员会”具有法律的拟制权和审查权，分别对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负责。作为立法
中草案的拟制机构，其应该遵循一定的立法程序规则，《中央法制委员会组织条例》内并无此类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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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刑事立法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制定了相应的国事罪制度。这些国事罪制度是
在何种情形下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演进的呢？穆伯祥力图勾勒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清晰、完整的
国事罪立法运动轨迹。但是，鉴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国事罪制度的庞杂内容，《国事罪的刑法规制—
—历史与现实》将重点对中国近代及当代的国事罪立法演进过程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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