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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中专）》

内容概要

《中国刑法(第2版)》是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供全国司法学校师生使用。本教材由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佛山
大学等高校教师共同编著。
《中国刑法(第2版)》自1998年第一次修订以来，13个年头过去了。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出了8个
刑法修正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200多个刑事司法解释，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了配合教学的需要，我们根据刑法发展的新情况，修订再版了这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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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中专）》

作者简介

　　贾宇，男，1963年生，青海贵德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校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
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优
秀教师，陕西省首届“教学名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刑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国际刑法学》、《死刑研究》、《犯罪故意
研究》、《罪与刑的思辨》等著作，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国际刑法评论》（英、法、
西文版）等中外报刊杂志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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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刑事责任的承担、刑罚种类、幅度，以及运用刑罚对具体犯罪行为的处理。　　（5）刑法
的立法规定的政策依据、立法理由以及刑法立法的发展变化。　　（6）刑法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　　（7）刑法的司法适用以及司法适用中的经验和问题。　　（8）外国刑法的有关理论、立法和
司法情况。　　在法学中，存在着一些与刑法学相邻近的学科，刑法学与这些邻近学科既有明显区别
，又有密切联系。　　刑事诉讼法学。它是以刑事诉讼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刑法是刑事实体法，是
关于认定犯罪与适用刑罚的实体规定；刑事诉讼法是刑事程序法，是关于对犯罪侦查、起诉、审理和
判决的程序规定。这两者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没有刑法，便没有定罪量刑的标准、依
据；没有刑事诉讼法，则难以有效地追究犯罪和适用刑罚。　　刑事侦查学。它是以侦查犯罪的策略
和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刑事侦查的目的是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最终按照刑法追究犯罪
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刑事侦查是适用刑法的目的，刑法指导、制约着刑事侦查。　　犯罪学。它是
以犯罪原因、犯罪规律、犯罪预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早先的刑法学一般都认为应当把犯罪原因、规
律和防范作为刑法学的内容，这种看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比较盛行。到目前，犯罪学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已成现实。犯罪学研究犯罪原因、规律和防范，刑法研究犯罪的认定和犯罪行为的立法
设定，并通过刑罚的制裁来打击和控制防范犯罪，因此两者关系十分紧密。　　刑法史学、外国刑法
学、国际刑法学。这三门学科分别以刑法的历史演变、外国的刑法立法、理论、国家之间刑事实体和
程序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虽然这三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刑法学有明显的差别，但这三门学科对刑法
历史、国外刑法以及国家间刑事法律的研究，为刑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刑法学可以借鉴这
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为研究现行刑法的来龙去脉、完善现行刑法，提供更广泛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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