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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

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
，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专业开设十四门专业主干课程的通知要求，我们邀请政法院校
和实际部门的法学教授和专家编写出版了这批教材。
    这批教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论证的意见
，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的最新成果，面向21世纪的法学教育，正确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刑法学》是法学主干课程
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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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陈明华 法学硕士，西北政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国际刑法学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
事、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法学会
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陕西省有突出
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主要著译作有：《当代苏联东欧刑
罚》（独著）、《经济犯罪新论》（合著）、《比较犯罪学》
（合著）、《刑法学》（参编）、《各国刑法比较研究》（合
著）、《刑法社会学》（译著）、《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译
著）等，在国内外专业理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译文100
余篇。
贾 宇 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硕士研究生
导师、兼职律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干事、中国犯
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司法部优秀教师。主要著译作有：《新编中国刑法
学》（主编）、《国际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务》（副主编）、
《刑罚通论》（合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合著）、《近
代西方刑法思想史略》（合著）、《遗传与犯罪》（译著）
等，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律科学》等专业理
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游 伟 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
究会干事、上海市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民盟上海
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司法部优
秀教师。主要著作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中国当
代刑法研究》、《中国刑法》（主编）、《中国新刑法学》（执
行主编）、《市场经济与刑法》（副主编）、《刑法原理与运
用研究》（参著）等。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专
业理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陈忠林 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三系主任、硕士研究
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干事、重庆市刑法学会
副会长。曾在意大利圣安娜大学研究、工作和攻读博士学
位。主要著译作有：《意大利刑法学原理》（译著）、《刑法
教程》（参编）、《新编刑法学》（参编）等，在国内外专业
理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杜发全 法学硕士，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刑法教研室主任、硕士
研究生导师。兼职律师。主要著作有：《新编刑法学教程》
（主编）、《刑事诉讼法导论》（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
（执行副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副主编）、《经济犯罪
新论》（参编）等，在专业理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
篇。
齐文远 法学硕士，中南政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硕士研究生
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干事，湖北省刑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刑法与犯罪学研究所客座
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新刑法概论》（主编）、《新刑法教
程》（参编）、《犯罪学》（参编）、《行政刑法概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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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国际刑法概论》（参编）等，在专业理论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20余篇。
曲新久 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职
律师。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司法部优秀教师。
主要著作有：《案例刑法教程》（合著）、《刑法各论的一般
理论》（副主编）、《刑法教科书》（参著）、《经济刑法学》
（参著）、《经济犯罪学》（参著）等，在专业理论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40余篇。
王学沛 法学硕士，广东商学院副教授、法律系主任。兼职律师。
广东省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曾在荷兰莱顿大学作访问
学者。主要著作有：《自首制度论》、《中国刑法通论》、
《刑事疑难案例研究》（合著）、《淫秽物品犯罪的认定与防
治》（合著）等，在专业理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张全仁 法学硕士，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河
北省刑法学会、监狱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论脱逃
罪》、《刑法教程》、《刑事诉讼法教程》（副主编）、《狱政
管理学教程》（参编）等。曾在《政法论坛》、《中国监狱
学刊》、《河北法学》等专业理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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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
第一节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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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刑罚裁量的情节
第二十章 量刑制度
第一节 量刑制度概述
第二节 累犯
第三节 自首
第四节 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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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缓刑
第二十一章 刑罚执行
第一节 刑罚执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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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刑罚消灭
第一节 刑罚消灭概述
第二节 时效
第三节 赦免
第四编 罪刑各论
第二十三章 罪刑各论概述
第一节 罪刑各论的研究对象与意义
第二节 我国刑法分则的体系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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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节 危害国家安全罪概述
第二节 危害政权、分裂国家犯罪
第三节 叛变、叛逃犯罪
第四节 间谍、资敌犯罪
第二十五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节 危害公共安全罪概述
第二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三节 危害交通运输、公用设施、设备安全的犯罪
第四节 实施恐怖危险活动的犯罪
第五节 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核材料管理规定的犯罪
第六节 重大责任事故的犯罪
第二十六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三节 走私罪
第四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六节 金融诈骗罪
第七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八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九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二十七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一节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
第二节 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犯罪
第三节 侵犯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
第四节 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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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侵犯人格、名誉的犯罪
第六节 破坏民族平等、宗教信仰的犯罪
第七节 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
第八节 妨害婚姻、家庭权利的犯罪
第二十八章 侵犯财产罪
第一节 侵犯财产罪概述
第二节 暴力、胁迫、抢夺型侵犯财产罪
第三节 盗窃、诈骗型侵犯财产罪
第四节 侵占、挪用型侵犯财产罪
第五节 毁坏、破坏型侵犯财产罪
第二十九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三节 妨害司法罪
第四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五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六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七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八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九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十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三十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一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概述
第二节 平时和战时均可构成的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第三节 战时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第三十一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一节 贪污贿赂罪概述
第二节 贪污和挪用犯罪
第三节 贿赂犯罪
第三十二章 渎职罪
第一节 渎职罪概述
第二节 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三节 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四节 特定部门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第三十三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一节 军人违反职责罪概述
第二节 危害国防安全的犯罪
第三节 危害作战利益的犯罪
第四节 危害军事秘密安全的犯罪
第五节 危害部队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的犯罪
第六节 妨害部队管理秩序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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