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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总论》

内容概要

《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刑法总论(第2版)》为刑法学的经典教材，对刑法总论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
面的讲解，针对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总论部分进行的修改，作者对该部分内
容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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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
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常
务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法
学评议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顾问等，获得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暨国家教委“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年）、中国法学会首届“全国十大
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1995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国家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等。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20部;主编专业著作百余部、教材十余
部;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六百余篇;论著和个人曾四十余次获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国际
刑法、外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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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绪 论
第一章 刑法学概述
第一节 刑法学的界定
第二节 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节 刑法学的体系
第四节 刑法学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节 刑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六节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二章 刑法概述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和性质
第二节 刑法的目的和根据
第三节 刑法的机能和任务
第四节 刑法的类别和体系
第三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和意义
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节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第四节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五节 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
第四章 刑法立法
第一节 刑法立法概说
第二节 刑法立法的原则
第三节 刑法立法的模式
第四节 新中国刑法的创制与发展
第五章 刑法解释
第一节 刑法解释概述
第二节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原则
第三节 刑法解释方法
第六章 刑法的效力
第一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
第二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
第三节 刑法效力的限制
中编 犯罪论
第七章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
第二节 犯罪构成
第八章 犯罪主体
第一节 犯罪主体概述
第二节 刑事责任能力
第三节 与刑事责任能力有关的因素
第四节 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第五节 单位犯罪
第九章 犯罪主观方面
第一节 犯罪主观方面概述
第二节 犯罪故意
第三节 犯罪过失
第四节 无罪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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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
第六节 认识错误
第十章 犯罪客观方面
第一节 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第二节 危害行为
第三节 危害结果
第四节 刑法上因果关系
第十一章 犯罪客体
第一节 犯罪客体及其种类
第二节 犯罪对象
第十二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概述
第二节 犯罪既遂形态
第三节 犯罪预备形态
第四节 犯罪未遂形态
第五节 犯罪中止形态
第十三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概述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
第三节 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四章 一罪与数罪
第一节 一罪与数罪的区分
第二节 实质的一罪
第三节 法定的一罪
第四节 处断的一罪
第十五章 正当行为
第一节 正当行为概述
第二节 正当防卫
第三节 紧急避险
第四节 其他正当行为
下编 刑事责任与刑罚论
第十六章 刑事责任
第一节 刑事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 刑事责任的根据
第三节 刑事责任的过程
第十七章 刑罚概述
第一节 刑罚的概念
第二节 刑罚的目的
第三节 刑罚的功能
第十八章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第一节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概述
第二节 主刑
第三节 附加刑
第四节 非刑罚处理方法
第十九章 刑罚裁量
第一节 刑罚裁量概述
第二节 刑罚裁量的原则
第三节 刑罚裁量的情节
第二十章 刑罚裁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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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累犯
第二节 自首
第三节 坦白
第四节 立功
第五节 数罪并罚
第六节 缓刑
第二十一章 刑罚执行制度
第一节 减刑
第二节 假释
第二十二章 刑罚消灭制度
第一节 刑罚消灭概述
第二节 时效
第三节 赦免

Page 6



《刑法总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就立法主体而言，根据我国宪法第58条、第62条第3项、第67条第3项的规定，只有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进行刑法立法。对此，我国的《立法法》第7
条也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
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
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
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可见，在我国，基本法律的立法主体只能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不能行使基本法律的立法权。这体现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
的刑法之立法主体的专属性的特征。 第二节刑法立法的原则 立法原则，是指立法者在创制规范性法
律文件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我国的立法原则集中规定在《立法法》中。《立法法》第4条规定
：“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
是我国立法的国家法制统一性原则。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是我国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
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这是我国
立法的科学性原则。我国《立法法》规定的这些立法原则是包括刑法立法在内的任何立法在创设、修
改和废止法律规范性文件时都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准则。从我国的刑法立法实践看，立法者在坚持国家
法制统一性原则和立法的民主性原则方面做得较好，因此，在本节中，我们着重就如何实现刑法立法
的科学性这一问题作一研究。 我们认为，要促进和实现刑法立法的科学性，在立法时，必须坚持立法
的必要性、立法内容的协调性以及立法内容的明确性等三项原则。 一、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原则 刑法
立法的必要性，又称刑法立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机关只有在通过非刑法的手段无法足以有效地对某
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遏制或者难以恢复社会的正义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刑法立法将该行为规定
为犯罪行为，并规定一定的刑罚加以规制。 刑法立法必要性原则的提出，根源于刑法学界对刑罚功能
有限性的理性认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定的社
会条件下，犯罪的产生具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性。因此，对于犯罪现象，我们只能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
容忍的限度内，而不可能通过刑罚的方法将其根除。另外，作为对犯罪予以法律反应的刑罚，既有积
极的功能，也有消极的作用，诚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
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罚的积极功效不能给予过高的预期，刑罚权的启动应该限制在无
可避免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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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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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正是我想要的一本好书，质量包装都很好。
2、刑法学的最新教材，参与编写的老师、学者们都很负责， 推荐哦。
3、书是没得说  考研用的
4、总算买到了我的心肝
5、还不错，，，，。。。。。
6、很好的书~很满意啦啊啊
7、人大出版社出品，必属精品
8、书很好！就是包装都破了，希望物流给力些！
9、不错，送货很快，内容也不错。
10、赵秉志的，好书 考研所需
11、很好，内容更新及时。
12、很好哦，值得推荐，快来看看吧
13、这本教材在学术研究方面比一般教材高一点，但对本科生、初学者来说，还是统编教材更合适一
些。
14、考研指定教材，内容丰富，纸张很好。
15、不错！非常不错哦
16、牛牛牛
17、按四要件理论展开，但又有创新，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联系。
18、赵老师是我国刑法著名学者，他写的书值得坐下来一看
19、看起来还不错，还没有读，就是觉得快递慢了点
20、good。内容挺齐的
21、买来用的，原来看的是红皮书，现在买赵老师的书来看看
22、作为教材还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不如刑法专论那本书
23、对于刑法分则部分重点罪名的分析，解释，重点编排清晰、易懂
24、刑法总论（第二版）（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推荐教
材）
25、很不错，质量保证，看着很清晰，适合考研打基础的
26、很好。值得一看。就是物流太慢！强烈要求换物流。
27、买着考研用的，暂时没发现缺点
28、课程指定教材！
29、啊不错
30、专业书籍，必备。
31、看书应该是正版的，可为什么会有缺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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