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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我国97新刑法典颁行十周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共同

主办、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协办的“和谐社会与中国现

代刑法建设－－纪念新刑法典颁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9

月1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安部、司法部

等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全国20多所教学科研单位、一些地方政

法机关的专家学者和首都有关媒体16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 会议还特别安排了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王作富

教授的刑法立法思想研讨活动，以祝贺两位先生80华诞暨联

袂执教55周年。 高铭暄教授在我国法学界乃至国际法律学界

都享有崇高的声誉，是我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

是我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参与刑法立法工作是

高铭暄教授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历多年的刑事立法

实践，高铭暄教授形成了一整套刑事立法思想。 一、关于刑

法立法宏观问题的见解 刑法立法观念的先进与否决定着刑法

典的先进与否。一部好的刑法典必须有先进的立法观念为指

导。 改革开放初期，高铭暄教授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的发展，在刑法观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转变的是有关经济

犯罪的一些观念。同时，应当转变那种只把刑法看成是“专

政工具”和“打击手段”的观念，切实地把刑法在保障社会

主义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扩大，1979年

刑法已经不能适应国际间日益扩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国

际刑事斗争的需要，应当加以改进。有鉴于此，高铭暄教授

提议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确立我国刑法的普

遍管辖原则。第二，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引渡和司法协助

等条款。第三，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相应的国际犯罪。 二、高

铭暄关于修改1979年刑法典的观点 在立法方式上，高铭暄教

授认为应当继续坚持多样化的原则，除在必要时全面修改刑

法典以外，在平时注意针对需要而分别采取制定单行刑事法

律、制定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条款以及发布刑法修正案等多

种立法形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和补充。 高铭暄教授认为，刑事

立法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立法技术相当重要。在全面修改刑

法典时，应当在立法技术上有一个较大的改进。具体而言，

刑法典无论在条文结构还是条文用语表述上都应讲究科学性

，该繁则繁，该简则简，繁简得当，尽可能做到明确、具体

、严谨，便于实际应用。 关于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高铭暄

教授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扩大

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第二，增设资格刑。第三，逐步缩小死

刑的适用范围。第四，将坦白罪行规定为法定可以从轻的情

节。 高铭暄教授主张对死刑应该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作为

专政工具的凌厉作用，决不能妄加废除；又要看到它的作用

是有限的、相对的，适用一定要慎之又慎，只对极少数罪大

恶极、实在非动用这种极刑不可的才动用。总之，还是要贯

彻坚持少杀、严禁滥杀、防止错杀的政策，把死刑的适用最

大限度地加以缩减和限制。 1997年刑法典将高铭暄教授的真

知灼见广为吸纳。修订后的刑法典是一部较全面、有深度的



刑法典，其中高铭暄教授的立法理论和建言，功不可没。 三

、高铭暄关于1997刑法典的立法思想 在新刑法典颁行之后，

高铭暄教授一如既往地强调，制定刑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

实际，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原则，才能使制定的

法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于修改补充刑法典，高铭暄教

授一直主张最好是采取修正案的形式，新刑法典颁行后，他

继续坚持这一主张。如此做法，将使我国这部统一的刑法典

不断完善，松柏常青。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高铭

暄教授认为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其一，刑法第17条第2款对相

对责任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合理，以至

于比本条列举之罪的危害程度更甚或大体相当的犯罪未能纳

入。其二，对未成犯从宽处罚的原则应作进一步的明确，并

在相应的制度中作落实性规定。 单位犯罪是高铭暄教授关注

较多的问题之一。他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刑法中，对单位犯

罪应一律采取双罚制。对刑法中的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可直截

了当地规定为自然人犯罪。 2006年，高铭暄教授曾表示：“

目前，我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孕育和诞生》这本书。我这辈子基本上参与了新中国所有刑

事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活动，刑法中有我的贡献，所以，我希

望把我的刑事立法思想和感想写进这本书中。” 王作富：刑

法立法思想要览 胡云腾 刘科 王作富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刑法

学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50余年

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在法学教育、学术研究、

推动立法和服务司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 一、关于刑

法立法宏观问题的基本思想 关于刑法立法与犯罪规律的关系

，王作富教授认为，立法者在刑事立法中不应孤立地看待犯



罪发展变化的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道德观

念的变化，迅速的都市化、工业化，科技发展等与犯罪之间

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的联系，只有认识并把握这种规律性的联

系，才能使立法真正适时、科学，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刑法预

防和打击犯罪的功效。 刑法立法体制的完善是使刑事立法达

到新的高度的法律保证。王作富教授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

途径主要是：其一，建立刑事立法标准法，对制定、修改、

补充刑法等立法活动的权限、立法解释的内容、授权立法等

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二，制定统一的刑法立法预测和规

划。其三，建立刑法立法备案审查制度。关于刑罚的功能，

王作富教授认为，刑罚的总体功能是预防和打击犯罪，在刑

法立法中应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关于修改1979年刑

法典的若干思想 我国1979年刑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

典。王作富教授不但参加了该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还参加

了该法典通过之后的一系列修改完善工作。在参与立法活动

的过程中，王作富教授一向关注1979年刑法典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完善建议，其中部分内容被立法机关采纳，成

为1997年修订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作富教授在国内较早

地对死刑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死刑应否废除，取决于

各国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历史的条件。我们国家历来

主张，不废除死刑，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在人类社会已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如何强化刑法保护科技进步的功

能？王作富教授认为，应当树立公正与效益价值观，并以之

引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建立起一整套严格保护科技

成果的法律规范，同时在执法中注意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

益。 王作富教授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司法失职罪”。该罪是



指司法工作人员违背其职责义务，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

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该罪的刑罚设置应体现从严惩处

的精神；针对不同的危害后果设置不同的量刑幅度；设置禁

止从事司法工作的资格刑。 三、关于完善1997年刑法典的若

干思想 1997年3月14日，我国通过了全面系统修订的新刑法典

。王作富教授继续关注新刑法典中存在的问题，多次撰文主

张要对我国刑法中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贪污贿赂犯罪、证

券犯罪等予以修改完善，并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措施。 我

国1997年刑法典第180条只规定了内幕交易罪，而短线交易与

内幕交易并不相同，因而，对短线交易行为无论情节多么严

重，也 由于刑法缺乏相应的刑事责任规定，无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王作富教授认为，这是立法的一大缺漏。因此，我国

刑法有必要增设短线交易罪。 加入WTO以后，TRIPS协议的

有关规定与我国刑法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之间的关系引

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其中在侵犯商标权的犯罪方面，王作富

教授认为，应当进行以下完善：扩大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

范围，增设反向假冒商标罪，明文规定假冒注册服务商标行

为为犯罪。 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王作富教授认为，我国受

贿犯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工作人员，

范围较窄，不利于惩治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既非国家工作人

员、也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实施的受贿行为，因此，应当

扩大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 王作富教授认为，虽然我国刑法

中职务犯罪可判死刑的罪种只有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但

无论是从刑罚设置的正当性还是从死刑适用的世界发展趋势

来看，均有认真反思和检讨的必要。 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特

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王作富教授认为，这一主体



要件过于狭窄，王作富教授建议，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限制，代之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 青春有涯师范

无疆 现代刑事法治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几代刑法专家学者

付出了他们毕生的心血。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是老一辈

刑法学家中的佼佼者。两位先生均出生于1928年，是新中国

培养的第一代刑法学家。他们自上世纪50年代初研究生毕业

后就联袂执教于刑法学坛，迄今已达55载，他们的人生之旅

也已接近80春秋。55年间，他们怀着对国家法学教育事业的

忠诚和对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坚定信念，在我国法学教育的

园林里辛勤耕耘，精诚协作，桃李天下，贡献卓越，从而成

为我国刑法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和学术友

谊，他们对年轻一代的扶持培养，以及他们与全国刑法学界

和法律实务界广泛而友好的交往，在我国法学界、法律实务

界传为佳话。 参与刑法立法和进行刑法立法研究是两位先生

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位先生参与了我国1979年

和1997年两部刑法典及诸多刑法立法文件的研拟创制工作，

高铭暄教授更是自始至终参与我国1979年刑法典的惟一的学

者，两位先生发表了大量有关刑法立法问题的论著。他们有

关刑法立法的学术见解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充分重视，他们

对国家刑法立法的学术贡献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赞扬，

以他们为代表的老一辈刑法学家的刑法立法思想是我国刑法

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 我们以学术活动的形式恭贺高铭暄、

王作富教授的人生之旅和学术事业，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

是我们也想藉此弘扬两位先生崇尚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刑事

法治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之风。众所周知，这是两位先生学



术研究的鲜明特色，是两位先生对弟子教诲和影响至深至远

的方面，也是两位先生对我国刑法学和刑事法治事业的重要

贡献之一。我国刑法学界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理

论联系实际、关注刑事法治现实问题的学风始终占主导地位

，从而对刑事法治建设大有裨益，这与高铭暄教授、王作富

教授对此学风的大力提倡与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也和其他

老一辈刑法学家分不开的。 最后，我衷心祝愿高铭暄教授、

王作富教授和其他老一辈刑法学家健康长寿，学术事业之树

常青！祝愿国家的刑法现代化建设暨刑事法治、刑事法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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