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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
“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编者按：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成功举

讨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全国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实务界的近百名专家与会参加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

“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9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究所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内蒙古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上

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深圳大学、海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西北政法大

新疆石河子大学等全国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实务界的近百名专

会参加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刑法学重点学科负责人、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甦研究员、最高

法院李少平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童建明副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郎胜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储槐植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

务副会长陈泽宪研究员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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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甦所长首先代表法学研究所对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感谢，他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刑事法治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对

法治和法学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召开“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学术研讨会，回顾刑事法治和刑法学科70年来的演进，既有助于看到成绩

定信心，以便未来有更高的热情和信心付出努力，同时也有助于总结经验，发现规律，知晓利弊，对现行制度和学问有更深刻的审视。

 

 

李少平副院长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李少平副院长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刑事立法和刑事审判工作总体平稳，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前，刑事司法面临的时代挑战巨大，有三方面情况值

注：一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任务还很艰巨；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案件数量虽然稳定，但案件类型变化非常快，网络犯罪等新类型案件所占的比重

度都在增加，不仅要研究法律应对方案，还要研究信息化的技术表达；三是当前刑事司法领域突出地反映着社会热点和难点，往往小案件也能引

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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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建明副检察长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学者们长期以来对检察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

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刑法学70年的发展是法治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刑事司法实践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研讨会以“社

迁与刑法学发展”为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目前在研究和适用刑法方面也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更加注重对各类犯罪问题的研究，旨

进对各类犯罪治理的专业化建设，运用法治引领社会风尚，提升犯罪治理水平；二是注重运用司法理念和刑事政策作为先导，不断更新司法理念

是更加重视认罪认罚从宽中刑罚制度的研究和运用。

 

 

郎胜先生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颁布40周年，回顾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对于思考、谋划、展望刑法学的未

十分有益的。刑法学研究应当紧扣时代脉搏，把研究融入社会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只有围绕时代主题，顺应时代要求，研究时代命题，刑法学才

葆青春和活力。郎胜先生认为，刑法学研究要着力解决实践问题，迎接实践的挑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防止脱离实际，更不能照搬

国外，要显现刑法学研究独立的价值，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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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槐植教授表示，刑法跟“多”字有很密切的关系和内在的关联，钱多、事多、人多，情况复杂了，管理困难了，刑法就要“出手”。会议

题“社会变迁”可以用9个字概括，就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刑法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深度必然会增加，值得刑法学

和研究的课题也必然会不断增加。

 

 

陈泽宪研究员认为，刑法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老一辈刑法学家们的艰辛努力和开创性贡献。当前，刑法学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刑法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刑法学研究的使命是要为刑事法治实践服务，理论研究的结果应该越来越清晰而不是越来越复杂，研究成果要能

务界理解和借鉴；二是刑法与刑诉法等相关学科的关系非常密切，想要研究好刑法学，要有一半以上的知识结构在刑法学以外，必须高度关注刑

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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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为期两天，设置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刑法的回顾，刑法扩张与刑法立法观，罪刑关系与刑罚结构的完善，网络犯罪前沿问题，

据、人工智能与刑法，刑事一体化与立体刑法学，民刑交叉与行刑衔接问题等7个主题研讨单元。

 

 

第一单元研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刑法的回顾”。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戴玉忠教授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教授共同主持。北

工大学法学院曾粤兴教授以“我国刑法立法的回顾与思考”为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王志祥教授以“我国刑法立法扩张的回顾与

望”为题，南昌大学法学院熊永明教授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刑法立法、问题及出路”为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焦旭鹏副研究员以“回

展望：新中国刑法立法七十年”为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颜九红教授以“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社会发展与刑事政策嬗变”为题，福建省委党校法

研部陈巧燕副教授以“新中国七十年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变迁与完善”为题，江苏大学法学院王刚副教授以“新中国成立七十年贪污受贿罪量

准立法的反思与展望”为题，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王若思以“新中国妨害司法犯罪立法刑事政策演变研究”为题先后作了主题发言。中国人民大

学院黄京平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王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阴建峰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赖早兴教授对本单元发言进行了

点评。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359127595753.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359560459525.jpg


2020/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t20191105_5027899.shtml 6/44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6958939.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7067236.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7157262.jpg


2020/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t20191105_5027899.shtml 7/44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7229099.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7376967.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7457091.jpg


2020/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t20191105_5027899.shtml 8/44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7540114.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8387626678.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9616167927.jpg


2020/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t20191105_5027899.shtml 9/44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9616254815.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19616330803.jpg


2020/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t20191105_5027899.shtml 10/44

 

 

第二单元研讨“刑法扩张与刑法立法观”。由天津大学法学院黄太云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张远煌教授共同主持。浙

学光华法学院叶良芳教授以“风险社会理论引入刑事立法的反思性审视”为题，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姜敏教授以“刑法中的预防性立法：危机、

和纠偏”为题，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秦宗川讲师以“我国刑法修正案的隐忧及匡正”为题，天津大学法学院焦艳鹏教授以“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刑

治全景透视”为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于佳佳副教授以“现代民主国家中煽动型犯罪的立法及其法益”为题，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王

讲师以“‘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检视与困境反思”，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蔡仙讲师以“组织进化论视角下对单位刑事归责模式的反思”为题

进行主题发言。随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卢建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曲新久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杨兴培教授、中国

大学法学院付立庆教授对本单元发言进行了精彩评议。自由讨论中，屈学武教授、刘立慧副教授、魏汉涛教授先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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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研讨“罪刑关系与刑罚结构的完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罗庆东副厅长和《中国法学》白岫云编审共同主持。北京大学

院白建军教授以“再论罪刑均衡”为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陈志军教授以“中国的行政拘留不可刑罚化”为题，安徽大学法学

婕副教授以“治安违法行为犯罪化之检讨”为题，福州大学法学院何群副教授以“微罪有大义”为题，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何显兵教授以“赦免

的规范与完善——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屈学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宗宪教授、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阎二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立众副教授先后对本单元发言作了评议。自由讨论环节，陈银珠副教授、

斌教授、储槐植教授、陈国平书记先后分享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见解，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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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研讨“网络犯罪前沿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博士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郑丽萍教授共同主持。北京

航天大学法学院孙运梁副教授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核心问题研究”为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冀莹助理教授以“网络非法持有型

犯罪的刑法规制”为题，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李晓明教授以“论网络信贷下冒用型侵财犯罪的定性”，山东大学法学院李本灿副教授以“拒不履

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两面性解读”为题，深圳大学法学院乔远助理教授以“立体刑法学视野下的涉网非法集资犯罪”为题，中国政法大学刑

法学院教师时方以“互联网传销刑法规制研究”为题作了精彩发言。发言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玉萍研究员、北京

语大学法学院王文华教授、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高级专家谢虹燕、中央财经大学李邦友教授先后对本单元的发言进行了精彩评议。自由讨论中，

文研究员、王文华教授和蚂蚁金服安全协作部总监连斌先生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相关疑问，李晓明教授、李本灿副教授作了说明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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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研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刑法”。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黄风教授和蚂蚁金服集团安全协作部连斌总监共同主持。

大学法学院单勇教授以“跨越‘数字鸿沟’：技术治理的非均衡性社会参与应对”为题，河南大学法学院晋涛讲师以“刑法中个人信息对‘识别

性’的取舍”为题，湖南工商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刘期湘教授以“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诽谤‘积量构罪’的教义学分析”为题，大连海事

法学院姜瀛副教授以“强人工智能的刑法思辨应跳出‘责任与刑罚’的路径依赖”为题，湖南大学法学院周子实助理教授以“阶层论下强人工智

主体性的教义学证成”为题作了主题发言。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石经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副主任樊文副研究员、云南

法学院院长高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振杰教授对本单元的发言进行了精彩评议。自由讨论环节，连斌总监、黄风教

王雪梅编审、吴占英教授、郑旭江博士后、王林林讲师先后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也就相关问题和发言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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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研讨“刑事一体化与立体刑法学”。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周勇研究员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赵天红教授共

持。山西大学法学院李麒教授以“犯罪特征与程序建构之关系论纲——基于立体刑法学立场的分析”为题，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邓

副教授以“立体刑法学视野下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为题，河南韬涵律师事务所陈宁主任以“单位犯罪涉案财物处置问题研究”为题，北京市

科学院李会彬副研究员以“刑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的证据法学向度”为题，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王登辉讲师以“论监察时效与追诉时效的衔接问题

题，中央财经大学郭栋磊博士后以“教义学中的违法之‘法’与不法之‘法’”为题进行主题发言。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王平教授、青岛

法学院李瑞生教授、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主任王海桥副教授对本单元发言进行了精彩评议。自由讨论中，刘仁文研究员和浙江师范大学法律系主

海良讲师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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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研讨“民刑交叉与行刑衔接问题”。由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吴占英教授和《环球法律评论》王雪梅编审共同主持。辽宁大学法学院

讲师以“论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诉讼适用原则的理论与实务之抵牾”为题，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郭世杰讲师以“刑民交叉案件中财产权益保护若

题研究”为题，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符天祺以“刑民交叉背景下真实担保在骗取贷款罪中的意义”为题，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肖怡教授

“‘精神传销行为’的刑法规制”为题，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崔志伟讲师以“规范目的比较下的‘行刑’区界与出罪路径”为题，西南

大学硕士研究生金舟以“论涉枪行为的刑法内外协调治理”为题作了精彩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绍彦研究员、内蒙古大学法学院龙

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王钢副教授对本单元发言进行了精彩评议。自由讨论中，石义同学等就相关问题提问，王钢副教授、张绍彦研

分别作了说明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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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热烈而又意犹未尽的专业研讨之后，大会召开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主持，最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副部级专职委员胡云腾大法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陈国平先生在闭幕式上致辞。

 

 

胡云腾大法官表示，研讨会充满朝气，有很多年轻面孔，也有很多资深专家，都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在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新的部署，刑法学界下一步的研究应当如何更好适应时代的需

得深思。胡云腾大法官认为，首先，刑法学研究要坚持刑法规范的研究，刑法理论的研究，刑法解释的研究和刑法案例的研究四个方面相结合，

是刑法案例，其中包含了实体法、程序法、证据规则，也包含了法理、社情、民意，案例中展现着刑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其次，要注重刑法理论

合研究，70年来的刑事立法成就很容易梳理，但刑法理论取得了哪些共识仍然众说纷纭，要尽快总结梳理和形成共识；再次，要注重刑法规范的

合，刑法469个罪名，很多本质和价值是一致的，不要过度关注表面的行为特征；最后，要注重把抽象的理性转化为实践理性，把学术成果推广

实务界，让法官、检察官都知道、认同和应用，做到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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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平书记首先代表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对与会嘉宾的全情投入表示诚挚谢意，他认为，刑法的发展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迁，在新中

立70周年、79刑法颁布40周年的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对刑法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和总结很有必要。刑法有全面性和深刻性的特点，涉及到政治、经

文化、军事、社会各个领域，可以说，要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进步的情况，刑法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反之，研究刑法的发展变化，也必须把社

构和社会进步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我国的社会进步往往是由一些著名的刑事案件引发和推动，通过刑法这一典型的窗口，能更好地认识新中国

展。陈国平书记强调，刑法研究要更加自觉地关注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法律的政治性、实践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在刑法里体现得最

分，研究刑法要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学术才有生命力，刑法学者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奋斗的真心和担当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33935532694.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34089278296.jpg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W020191105434089372383.jpg


2020/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工程论坛（2019）--中国法学网

http://iolaw.cssn.cn/xshy/201911/t20191105_5027899.shtml 43/44

本次研讨会经过两天的热烈研讨，出色完成各项议程，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立意高远，议题

沿，日程紧凑，安排周到，代表广泛，视角多元，以学术为中心，与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诸多丰硕成果，掀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

创新工程年度论坛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沧桑巨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刑法学与之紧密相连，走过了一段曲折又不

的发展历程。通过召开本次研讨会，回顾70年来刑法学科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刻联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索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社会变迁对

学的重大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为新时代刑事法治的完善和刑法学的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做出刑法

新的更大的贡献。

 

 

 

相关链接：

《法制日报》：《“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学术研讨会举行》，2019年11月6日第9版“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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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办》，2019年11月7日第1版。

《人民法院报》：《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学术研讨会举行 李少平胡云腾参加并致辞》，2019年11月4日第1版。

中国社会科学网：《“社会变迁与刑法学发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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