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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基础》一书，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利奥.卡兹（Leo Katz）、迈克尔.穆尔

（Michael S. Moore）（现已转任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沃伦讲座杰出教授）和斯蒂芬.莫尔斯

(Stephen J. Morse)三位教授合编而成的一本理论刑法学著作。既为理论刑法学著作，就不同于以刑法分

则为核心的规范刑法学著作，其中心内容乃围绕刑法总则而展开。 

    

    全书除导论外，分六个部分对刑法的若干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是犯罪学知识。作者中像剑

桥大学的迈克尔.托尼(Michael Tonry)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等都是国际犯罪学

界的大腕级人物。传统的刑法学著作往往将这部分内容排除在外，然而正如编者所言，如果刑事立法在采

纳某一条文或某项政策时，与犯罪理论和事实相脱节，那怎么能有助于减少犯罪呢？因此，欲治刑法学，

必先治犯罪学。  

    

    第二部分是犯罪和刑罚的一般理论。这里的"犯罪"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即什么行为应当被规定为犯

罪，它牵涉到刑法的"边界"问题。读者通过阅读波斯纳的《刑法的经济分析》等文献，定会受益。该部分

还对刑罚的正当性根据进行了讨论，其中既涉及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报应主义，也涉及哈特等人的刑

罚一体论，还有旨在作为刑罚替代物的康复理论。 

    

    第三部分是有关影响刑事责任的因素，其中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因果关系、合法性原则、主观心态

等。这些问题都是刑法学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有的已取得公认的观点，如遵照合法性原则，刑法不能

溯及既往。但有的则仍处于聚讼阶段，如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书中就列举了近因说、预见说等十种不

同的观点。 

    

    第四部分是关于共犯、未遂犯和共谋犯。这三者为什么要负刑事责任，其处罚原则是什么，卡迪什

（Kadish）和弗莱彻（Fletcher）等美国刑法名家将向你娓娓道来。其中，对共犯中的主犯与从犯，对未

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别等，亦有深入研讨。 

    

    第五部分是辩护事由。美国刑法将辩护事由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当理由"，另一类是"可宽恕事项"，

前者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相当于大陆刑法的违法阻却；后者如未成年、精神病、被迫行为等，相当

于大陆刑法的责任阻却。两者的区别是：（1）"正当理由"行为在实际上无害于社会甚至有利于社会，"可

宽恕事项"行为实际上有害于社会，只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原因，才得到宽恕。（2）"正当理由"的辩护

权利是普遍的，属于任何一个处于这类情况的人，而"可宽恕事项"的辩护权利只限于特殊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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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当理由"行为人一般都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可宽恕事项"行为人一般不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 

    

    第六部分是"量刑的理论与实践"。所选材料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安德鲁.艾希沃思（Andrew Ashworth）

的著作。他不仅论述了量刑的若干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谦抑原则等，还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描述了西方

社会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盛行的"康复模式"回归到70年代后的"报应模式"，以及80年代以来得到迅速发展

的"恢复性司法"。 

    

    由上可见，该书的内容是丰富的，视野是宽广的，它不仅突破了刑法的藩篱，甚至超出了纯法学的范

畴，涉足哲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这与我国刑法学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专业面日趋狭窄形成鲜明对

比。由于它的覆盖范围是刑法总则中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是任何一国的刑法都要面对的，因而可以说具

有国际对话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德、日、意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著作引入较多，但英美法系则除

了少数几本教科书，不见有好的理论著作问世，以致给人一种英美法过于注重实务、没有什么理论的印

象。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三位编者并不像国内的某些编者那样省事，而是在如何编的问题上颇下了番功

夫。例如，每个章、节之前，编者都撰有一个导论，对所选文献进行简单介绍，指引读者如何阅读。而每

个章、节之后，又附有注释和问题，除对文中所阐述的内容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外，还提出一系列尖锐的、

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让你去思考。如第一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本章导论曾提醒读者，过于依赖刑法

来降低犯罪率，这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没有成功过。当你阅读完本章后，你是否接受了这一观点？你能想出

其他办法使刑法在这方面能有所助益、至少是不使事情变得更坏吗？"这种启迪式的设问，使人感受到思

想的无涯。而刑法理论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仰仗于这种思想。 

    

    该书适合懂英语的大学生、研究生及教学、科研人员阅读。我相信它的面世，会对促进中国刑法学的

发展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2004年7月30日于北京西郊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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