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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光权

  自启蒙主义、理性主义旗帜得以高扬之后，欧陆各国为实现法治目标，

无不将刑法基本立场定位于客观主义（稍微有些特殊的是意大利刑法学，其

主观主义色彩较为鲜明）。刑法客观主义的特色在于：（1）着眼于外部的行为

及其结果，而且客观化、类型化、抽象化行为的存在直接决定了其理论上的

基本取向。（2）犯罪行为可能是由有特殊素质或个体际遇的具体个人实施

的，但是行为人之间的差异仅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而在刑法学上不重要。

（3）理论建构的目标是确保判断有依托，且判定标准明确，以切实保障人权、

实现司法正义。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差别在于，是否肯定对客观要素

的判断具有优先于主观要素的地位；是否能够通过对客观要素的反复检验，

来确保刑法思维的客观性。

  虽然客观主义在总体上代表了世界刑法学发展的潮流，但是，要真正实

现刑法客观主义可谓知易行难。刑法客观主义要求方法论的合理性，必然要

顾及刑事程序与司法逻辑，唯此才能解决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保障人权的

目标。在实质地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时，如何在方法论上确保客观要素绝对

重要的理念，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司法逻辑，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刑法学难

题。本书将对客观主义之下刑法方法论的总体面貌以及某些问题的具体研

究路径进行思考。基本观点是：我国刑法学应当坚持和发展客观主义，确立

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确保客观的违法判断优先，对行为进

行分层次的、价值上的判断。为确保刑法客观主义的实现，在司法上判断被

告人是否有罪时，必须先确定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判断违法性，再判断其主

观上有无犯罪的意思、是否具有责任；对于客观上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或危

险的行为，必须得出无罪结论，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刑法客观主义之下的刑

法方法论问题。

  本书试图将上述立场贯彻到对所有刑法问题（包括定罪和量刑）的处理

中。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讨论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展开、刑法客

观主义与证据运用、刑法客观主义与刑罚适用。贯彻刑法客观主义的过程，

是对刑法方法论的合理运用，确保客观判断绝对优先的过程，也是刑事程序

法观念在实体法上得以运用的过程。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合理的刑法理论必

须顾及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刑事程序与司法逻辑，必须有助于解决某

些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保障人权的目标。

  刑法的客观判断，不仅是如何看待因果关系的问题，而且与法益概念、

刑法价值判断等问题有关，甚至涉及如何协调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和

司法逻辑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刑法客观主义和程序法交汇的问题，在犯罪论体系建构、刑法客观主义

的实现、刑法谦抑性的确保、共犯处罚、认识错误、作为犯中保证人地位的错

误、受贿罪的认定、量刑情节的评价等方面大量存在。这说明，刑法学研究在

方法论上如果不考虑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显然在深度上是有限的，也会和司

法实务之间存在过大的鸿沟。因此，刑法学者不能在研究刑法学问题时只思

考处罚必要性问题，只思考通过定罪实现社会治理问题，而需要结合现代诉

讼理念来思考在运用刑法理论惩罚犯罪时，如何能够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

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

  本书是一部刑法学著作，虽然其中部分专题涉及了刑事诉讼法领域，但

基本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刑法学领域。本书真正关心的是：按照刑法客观主义

立场，对犯罪的指控、认定如果要向刑法客观主义倾斜，就应该将犯罪客观

要素置于优先地位，在对客观要素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之后，再审慎

提出被告人具有犯罪故意、过失的主张。因此，司法活动应该遵循从客观到

主观的路径，即因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威胁，并且证明是由人的行为造

成时，才开始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唯其如此，才能确保司法行为不出错，不会

殃及无辜。

华政的故事（七十九）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

  为了给全社会学习民法典提供好读、

实用的普法读物，法律出版社出版了“走进

民法典”丛书。根据读者阅读需求的不同，

开展分众化图书策划，有针对性地编写了

《居民的民法典（插图版）》《村民的民法典

（插图版）》《青少年的民法典（插图版）》《领

导干部的民法典（插图版）》《企业的民法典

（插图版）》5本图书。

  本丛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在形式上

注意趣味性和知识性的结合。在资料的选取

上，力求覆盖特定群体应知应会的关键问

题，有助于读者全面学习掌握民法典核心内

容。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学习民法典的兴

趣，培养遇事找法的习惯，让民法典走到群

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内容简介：

  《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第二版)》作者周光权，

本书在“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展开”部分，分别讨论

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客观归责的方法论意义、刑法

价值判断、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与前景等问

题；在“刑法客观主义与证据运用”部分，研究明知与刑

事推定、刑法与控方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实务运用、

渎职犯罪的指控难点、非法证据排除：刑法与刑诉法的

交错等专题；在“刑法客观主义与刑罚适用”部分，则对

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评价

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协助抓捕同案犯型立功、法官量

刑与账目计算等问题进行思考。

  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意在结合刑法客

观主义及其方法论与现代诉讼理念，最大限度地防止

刑法适用出错，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 何勤华

华政的朋友遍天下（上）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殿堂，而知识是没

有国界的。所以，大学教育具有国际化的特

质，老师、学生、课程、教学方法与办学理念

以及人才（毕业生）就业，都没有国别、地域

的界限。

  由于华东政法学院位于上海这样开放

的城市，所以在华政的基因里保存着国际

化的元素。其与国外大学的交流，从建校初

期就已经开始。

  1952年，华政聘请了两位苏联专家瓦西

丽娃和塔克马林娃来校任教；1955年，华政

派出年轻教师彭万林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

（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学习；1955年

5月9日至14日，高等教育部为提升华政的教

学水平和改进教学工作，请到苏联法权史

专家瓦里荷米托夫教授进行了5场讲座，既

有法权知识的传授，也有法学教育方法的

讲解和指导。受国家政治形势大气候的影

响，20世纪50年代，华政主要是和苏联的大

学进行交流。

  作为我国南部主要的政法类大学，国家

（特别是上海）一旦有接待外国乃至西方国

家代表团的任务，就会交给华政来完成。从

华政档案馆保留的文献来看，仅1956年12月

至1958年8月，华政受上级部门委托，就接待

了18个外国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有拉丁美洲

青年代表团、拉丁美洲委内瑞拉青年代表

团、叙利亚学生代表团、埃及文化代表团、黑

非洲（华政档案馆文献内容）青年代表团、波

兰高教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

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匈牙利科学院代表

团、印度尼西亚学生代表团、东南亚青年代

表团、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澳大利

亚学生代表团、西班牙代表团、法国学生代

表团、美国青年代表团等。

  从上述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来看，既有

东欧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

克、匈牙利等；有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

亚等；也有拉丁美洲、阿拉伯等发展中国

家，如埃及、叙利亚、委内瑞拉等；还有当时

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日本、法

国、西班牙和美国等。从这些代表团的性质

来看，大部分是青年或者学生代表团，也有

部分是政府代表团，还有个别法律代表团。

从华政档案馆所保存的文献来看，1956年至

1957年我国包括各个大学对外交流的活动

都比较活跃，1957年年底以后，随着“反右运

动”的逐步扩大、深入，对外合作和交流就

越来越少。

  从华政当时对外合作交流的内容来

看，主要是青年人的培养、理想和信念等

方面的内容，涉及专业尤其是法律的不是

很多。但是在如何接待好、如何应对外宾

的提问等方面，则是极为细致，非常周密。

每次在接待外宾之前，接待人员都会制定

详尽、周密的计划，分析代表团的人员组

成：男性多少人，女性多少人，年龄在哪一

个阶段，职业包括工人、职员、教师以及文

化、艺术、记者、编辑、牧师等，其中可能会

包含国家安全情报人员等，接待原则强调

“求同存异、实事求是”。之后会罗列出外宾

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设计出多

种回答方案。如外宾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

建设、文化事业、宗教政策、台湾问题、朝鲜

战争、妓女改造、鸦片问题、民国时期文化

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群众对政府的态度、青

年人的理想等问题感兴趣，就要事先做好

准备工作。

  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时，由于当时特

定的政治环境，学校的性质是“党校式”、

“抗大式”的、半工半读的革命大学，培养的

目标是熟练的、生产劳动型的、又红又专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大学课

程中法律专业知识的内容非常少，学术色

彩几乎没有。而办学的国际化，基本上是向

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倒（此时苏联、东

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了排斥，被批判、

定性为“修正主义集团”，已经不与之多来

往了）。

  华政真正的、自主的、活跃的、全方位

的对外合作交流，或者说法律教育的国际

化，是从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后开始的。

此时，国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国

策，向世界敞开大门，并且鼓励国人走出

去。在这种国家政治大环境下，华政的国

际化教育、对外合作交流事业开始迅速

地、稳步地向前发展。

  （《华政的故事（七十八）》详见《法治日

报》2021年2月2日9版）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法宣

  《江山如此多娇》是由安建执导，王成刚编剧，罗晋、

袁姗姗、沈梦辰、张子健等主演的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

该剧以一个普通村落的脱贫历程为线索，运用最真实的

拍摄手法，生动地展现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帮助下，追求幸福生活的奋

斗历程，讴歌了党在新时代下“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壮举。

  剧情简介：

  坐落于金牛山上的碗米溪村是有名的贫困村，这里人均耕地不足6分，自

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生活水平十分落后。2016年，庸城县坐龙滩镇副镇长、

优秀的青年干部濮泉生来到碗米溪村担任村支书，都市女记者沙鸥也来到这

里参与扶贫。二人灵活运用“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一手抓“扶贫先扶志”，一

手抓“输血变造血”，带领村民在碗米溪村先后建立了桑蚕基地、茶叶合作社等

产业，解决了贫困户精准识别、留守儿童、易地搬迁等各项难题，同时推动了金

牛山隧道的顺利开工，彻底打开了庸城县的西大门。

  二人的大胆实践与创新思维不仅根治了贫困村村民的等靠要思想，还实

现了农村产业的规模化，提高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的收

官之年，碗米溪村成功脱贫摘帽，一举实现了几代扶贫干部的夙愿。

《江山如此多娇》

  图为1980年3月19日，徐盼秋院长（右）接见荷兰英尔特梅克教授

  1987年，史焕章院长率领华政代表团访问比利时根特大学。图为Johan Erauw

教授(右一)、史焕章院长(右二)、曹建明教授（左二）、王召棠教授（左一）

“走进民法典”丛书

□ 马行西

街上没有了交织的人流，

路上没有了飞驰的车辆，

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好像冬眠了一样。

不是！

沉静的外表下面，

奔涌着一股股炙热的熔流，

正与瘟魔进行激烈的较量。

负压病房里，

身披厚重铠甲的白衣勇士，

日日夜夜寸步不离，

守卫着一张张病床。

显微镜旁，

科学家们争分夺秒，

剥离病毒的画皮，

寻觅一招制胜的良方。

街道、社区、村庄，

形容憔悴的基层工作者，

从清晨排查到日落，

又从子夜把守到天亮。

那灯火通明的车间，

比平时更加繁忙，

快些，快些，再快些！

快把口罩、药品、防护服送出工厂。

寒风、冰雪、饥饿都无所谓，

交通警察挺立在道旁，

无论如何，

都要确保救灾物资一路顺畅。

这是一场全民皆兵的会战，

人无分老幼，

口罩就是武器，

家门就是战场！

日本、韩国、俄罗斯，

几十个国家热情相帮，

即便自己身处贫穷、制裁、战乱，

也要把一份爱心装进机舱。

让那些幸灾乐祸的人见鬼去吧，

危难会让中国更加坚强！

待到春花烂漫的时候，

我们的天空一定会更加明朗！

沉静中的能量
诗诗  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