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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一、前言 
 

二、自然人受贿犯罪的共同犯罪 
 

三、单位贿赂犯罪中的共同犯罪 
 

共同受贿实证研究 
 

一、共同受贿的表现形式及司法现状 
 

二、共同受贿主体的认定 
 

三、共同受贿故意的认定 
 

四、共同受贿客观方面的认定 
 

五、共同受贿的立法及司法完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策研究 
 

 第一部分 对策研究出发点之一：性质界定 
 

一、引言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黑社会组织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 
 

四、余论 
  
第二部分 对策研究出发点之二：经济分析 

 

一、预防对象的选择――制度优先 
 

二、预防措施选择――系统性 
 

三、预防实施过程――整合性 
 

第三部分 立法对策研究：以澳门反黑立法经验为视角 
 

一、针对黑社会形成原因，重点预防――澳门反“黑”立法对策之一 
 



二、针对黑社会犯罪特点，单独立法――澳门反“黑”立法对策之二 
 

三、对黑社会下游犯罪，突出打击――澳门反“黑”立法对策之三 
 

四、内地对澳门反“黑”立法对策之借鉴 
  
第四部分 司法对策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反黑司法制度 

 

一、冷静借后：反“黑”的代价 
 

二、司法制度设计：理性的选择 
  
第五部分 特别关注之一：反黑斗争中的“严打”对策 

 

一、转型期的特殊国情：犯罪形式严峻 
 

二、现实中的特殊民情：报应情感强烈 
 

三、执政党治国经验的特殊性：政策治国色彩浓厚 
  
第六部分 特别关注之二：反“涉黑腐败：对策 

 

一、寻求权利保护：黑社会生存之道 
 

二、利用权力寻租：腐败滋生之源 
 

三、反黑比先反腐：反腐败策略设计 
 

 渎职罪犯罪构成的证明标准研究 
 

一、渎职罪犯罪构成证明标准的涵义、特点和研究的必要性 
 

二、犯罪构成证明标准的一般内容及要素 
 

三、渎职罪犯罪构成的证明对象 
 

四、渎职罪证据的收集和分析――证明标准在侦查中的运用 
 

五、渎职罪证据的审查和判断――证明标准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中的运用 
 
社会稳定与刑事政策研究 
 

 前言 
 

 第一部分 犯罪、社会稳定与刑事政策的界定 
 

一、犯罪的界定 
 

二、社会稳定的界定 
 

三、形式政策的界定 
 

第二部分 犯罪、刑事政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一、社会不稳定因素引发犯罪，犯罪加剧社会的部稳定 
 

二、刑事政策是专为抗制犯罪出现的，犯罪状况直接决定刑事政策 
 



三、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刑事政策要受社会稳定之规律制约 
 

第三部分 我国刑事政策的现状及评析 
 

一、我国刑事政策的现状 
 

二、我国现行刑事政策评析 
 

第四部分 完善我国刑事政策的构想 
 

一、近代西方国家的刑事政策的构想 
 

二、构建我国未来刑事政策的设想 
 
侦查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一、侦查监督工作机制改革的目标 
 

二、现行侦查监督工作机制的不足和侦查监督工作机制的构想 
 

三、规范侦查监督工作程序和方式，建立健全侦查监督工作制度 
 

四、推行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确保侦查监督工作机制顺利运行 
 

五、加强机制运行环境建设，为侦查监督工作机制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问题研究 
 

一、检察权与执行权的冲突与互动 
 

二、刑事执行的监督犯罪与力度 
 

三、刑事执行程序与监督程序的系统设置 
 

四、检察监督部分在完善法律规范中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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