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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为了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中国政法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

中国政法大学长期从事教研的专家、学者，打造一套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中

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力求适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面向并体现 21 世纪高

等教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在内容上注意吸收国内外教育、科研的最新成

果，正确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努力做到知识性、理论性和实

践性的统一。具体地讲，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力求体现以下特征:

一、权威性。本套教材的编写人员在专业领域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准、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从而确保了每种教材在本学科领域中具备权威影

响力。

二、基础性。本套教材体现 “三基”，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体

系，保证传授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三、新颖性。本套教材体现 “三新”，即知识点新、法律法规 ( 司法解

释) 新、体例新，给读者奉献出一道全新而前沿的知识盛宴。

四、实用性。本套教材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收集典型案例、整

理资料索引、编写多种引导学生自测的思考练习。

五、针对性。本套教材主要是针对本科生撰写的，但对研究生入学考试

和相关职业考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套教材编写体例上继承了传统教材的优点，做到科学、规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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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力求有所创新，以适应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全新要求。

参与编写本套教材的人员，或为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带头人，或为在

各自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骨干，或为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学科新秀，他

们均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深谙教育教学的特点与规律。本套教

材即是他们在教学和研究领域长期钻研的结晶。

本套教材的出版虽经长期酝酿、反复推敲，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

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政法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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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说明

为了更好地适应刑法学教学之需要，我们编写了读者面前的这本 《刑法

学》教科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基础性与新颖性并重、理论性与实

践性相结合、传统性与创新性相协调，以满足法学本科生学习刑法学的需

要，同时适应法学研究生研究我国刑法学的基本需要。

本教科书以我国传统刑法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刑法理论体系与内容的合理成分，主要是在犯罪论体系上将犯罪构成要件与

构成要素相区别。刑法学总论依然采取传统的犯罪客体、主体、客观方面、

主观方面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但是突出了刑法学知识与理论内容的相互联系

和法学专业的思维方法与推理技巧，尽可能地贴近刑事司法实践和法科学生

认知规律，并为将来可能的理论转型做好准备; 刑法分论部分则集中阐述具

体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素，反映具体犯罪的特殊性，做到简洁、务实。由于

篇幅所限，本教科书选择的案例数量相对较少，需要任课教师进一步为学生

指定课后阅读资料。

根据《刑法修正案 ( 八)》以及最新司法解释，我们对本教科书进行了

必要的修改与补充，这是本书第四版的主要变化。

本教科书编写分工如下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

曲新久 第一至四、十三、十四、二十二章

阮齐林 第五至九、二十五章

张 凌 第十至十二、二十三章

薛瑞麟 第十五、十六、二十四章

王 平 第十七至二十一章

李芳晓 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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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书，不少的老师和同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有力地促

进了本书的修订工作。借此机会，我们向各位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各

位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并提出进一步的批评与建议。

编 者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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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第 1章

刑法概说

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渊源与分类

一、刑法的概念
法理学上如何定义“法”是一个充满争议而远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我们

从实用、实证的角度为刑法下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作为本教科书的逻辑起点，即刑
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这是关于刑法概念的最简明扼要的形式定义，这一概
念由犯罪、刑罚这两个核心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罪刑关系所构成。

犯罪与刑罚是刑法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从字面含义上讲，所谓刑法，就是关
于刑事惩罚的法律，即关于 “刑罚”的法律 ( Penal Law) ; 而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
果，与犯罪概念密切联系，所以刑法还可以称之为关于 “犯罪”的法律 ( Criminal
Law) ; 将刑罚与犯罪结合在一起，刑法又可以称之为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 ( Law
of Criminal and Punishment) 。也就是说，犯罪与刑罚是刑法的两个最基本概念，刑法
以这两个最基本概念和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 即罪刑关系) 为中心展开。“在刑
法中，不论是刑法典还是单行刑事法规，是由罪、刑以及罪刑关系三部分组成的。
古今中外的刑法概无例外。”〔1〕 犯罪、刑罚这两个基本概念之下则包括一系列更为
具体的概念，而这些具体概念之间又有着更为复杂的联系，立法者通过定义犯罪、
刑罚以及犯罪、刑罚之下的每一个具体概念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刑法概念体系。同
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刑法是由概念组成的。

概念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众多相互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形成一个系
统，构成一个体系，形成一个整体即刑法。与此相对应，研究刑法中各种概念的内
涵、外延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刑法学概念体系。刑法学是以刑法为研究对象
的、由诸多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围绕着犯罪这一基本概
念展开，抽象地研究犯罪的概念、特征、一般构成要件与要素以及形态等问题，形
成犯罪论; 围绕着刑罚这一基本概念展开，抽象地研究刑罚的概念、本质、功能、

1第一章 刑法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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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种类与体系以及刑罚的裁量和适用等问题，形成刑罚论。犯罪论与刑罚论是
构成刑法学总论的两个最主要部分。对于犯罪论与刑罚论所不能包含的关于刑法的
其他一般性问题———刑法的概念、基本原理、原则、适用范围等问题的研究，便构
成刑法学绪论。绪论、犯罪论、刑罚论也就是刑法学总论知识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

与刑法典总则对应的是刑法典分则，刑法典分则主要是规定各种具体犯罪的名
称 ( 罪名) 、概念与特殊构成要件 ( 罪状) 及其具体刑罚 ( 法定刑) 。同样，与刑法
学总论对应的是刑法学分论，刑法学总论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一般理论知识体系，
而刑法学分论则是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理论知识体系。刑法学总论是分论的高度抽
象，刑法学分论以各种具体犯罪及其刑罚为研究对象，又是各种具体犯罪及其刑罚
的理论抽象。如此一来，刑法学知识体系内部便形成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
的理论关系。刑法学总论主要研究犯罪与刑罚的一般性、共性问题; 刑法学分论研
究犯罪的特殊性、个性问题，即研究具体犯罪的概念、特殊构成以及刑罚适用问题。
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刑法学是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法科学
生的学习以及刑法学教师的讲授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
刑事司法实践却正好相反，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关系。作为知识
体系，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因而与刑法特别是刑法典有着密切的联系，刑法学体
系与刑法典体系有许多契合之处，最为突出的是，刑法学区分为总论与分论 ( 或称
罪刑各论) ，刑法区分为刑法典总则与分则。作为理论体系，刑法学体系又区别于刑
法典体系，不是刑法典体系的简单摹本，刑法学体系的展开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

实际上，刑法的基本概念并不限于犯罪与刑罚，刑法定义中的基本概念是可以
适当增加和改变的。例如，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最基本实体概念之间，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性仅次于犯罪与刑罚的概念———刑事责任。因此，刑法又可以定义为规定犯罪、
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刑事责任是因犯罪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刑
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法而不是惟一方法，所以，刑法又可以定义为规定犯罪
与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所以，刑法又可以定义为
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 ( 刑罚)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些刑法定义我们都可以在不
同的教科书中找到。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并不限于刑罚而是
还包括保安处分，所以在这些国家，刑法又可以定义为关于犯罪、刑罚和保安处分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尽管在我国刑法理论上有人建议将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典之中，
但是我国刑法没有将保安处分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所以我国刑法教科书没有采用
这一定义。

一般来说，刑法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需要从 “应然”与 “实
然”两个方面理解。刑法的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 “实然”的，大致上表现了各
国刑法的实际状况，但是，包括我国刑法在内的各国刑法事实上又并非总是如此。
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希望这些特征能够为刑法所具有，在这一意义上，这些特征又
是“应然”的———作为正当、合理的刑法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

2 刑 法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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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立性。在当代民主法治国家，刑法是立法者根据本国宪法制定的基本法
律。我国《刑法》第 1 条规定， “根据宪法”，制定刑法。刑法是宪法之下的基本
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方面，刑法不能背离宪法，违反宪法的刑法规
范是无效的; 另一方面，刑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独立地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刑法
的意义在于保护而不在于调整社会关系。一般来说，刑法总是站在民法、商法、行
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背后，作为整个法律规则体系的最后保障而存在。社会关系的
法律调整主要由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习俗、宗教等承担，只是在民商、
行政等法律部门调整失败且不能通过民事制裁、行政处罚等法律责任实现方法加以
保护时，刑法才出台、出场。因此，刑法具有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殊属性。

2. 严厉性。刑法主要以最具痛苦性的制裁手段———刑罚去惩罚犯罪、保护社
会。法律制裁包括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三大类。在这三大类法律制裁体
系中，刑罚制裁体系是最为严厉的，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特定财产、权利，
而且可以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甚至还能够剥夺犯罪人
的生命。刑罚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方法。所以，严厉性是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
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刑罚体系是最为严厉的制裁体系，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刑罚方
法均比其他法律制裁措施、强制措施严厉。在我国，法律没有确立行政处罚的严厉
性不能超过刑罚处罚的原则，所以像劳动教养、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的严厉性并不
亚于短期自由刑、罚金等刑罚方法。

3. 广泛性。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一般只是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
例如，民法所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密
切相关的人身关系; 行政法调整拥有国家行政权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
政关系。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则具有广泛性，涉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
关系的许多方面，刑法保护的对象范围似乎涵括所有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因为只
要立法者将一个法律事实以刑罚作为法律后果，即最后以刑罚制裁手段作为该法律
规范有效性的保证，这个法律规范便因此而具有刑法性质，成为一条刑法规范。

4. 最后性。刑法广泛地保护各种社会关系，但是刑法并非保护全部的社会关
系，也并非保护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而是保护重要社会关系中的具有公共性和重
要性的利益，这些利益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于一国的宪法之中。不具有公共性和重
要性的利益，刑法不予以保护。因此，刑法具有法律适用的最后性。刑法的最后性
主要体现为两点: ①刑法作为整个法律规范体系有效性的最后保障而存在，其他法
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规范体系最终依靠刑法维持其规范效力，刑法是法律体系中的
保护法、保障法; ②只有当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法律部门不足以制止某种危害社
会的行为从而保护某种重要利益时，立法者才考虑动用刑法，司法者才考虑适用刑
法。所以，相对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相对地具有保守性、谦抑性。

刑法应当相对保守、谦抑，并不与我国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刑法规范体
系逐渐扩张的趋势相矛盾。总体上讲，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数量偏少，这一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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