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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 4期中文提要 

 

理论前沿 

 

教义学发展、功能与内涵之刑法学揭示 

 

董邦俊 

 

内容提要：法律教义学是民主宪政国家法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我国，关于刑法教义学

的研究方兴未艾。刑法教义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它经历了从专横到理性的演进和由推

崇到质疑的变迁，应在发展刑法教义学的基础上，推进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从功能上看，

刑法教义学明确了刑法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细节，增强了刑法的可操作性；集中法律工作者的

智慧和共识，为刑法修订提供依据；回应质疑和弥补漏洞，有利于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的维护。

此外，刑法教义学通过对教义的系统化，方便对刑法内容的查找、学习与研究。刑法教义学

与方法论、刑法解释学、刑法学、刑事政策学以及刑法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有必要厘清刑法

教义学与相关诸学科的界限。虽然教义学在发展中面临一定的质疑，但其存在根据不容否认。



针对目前的研究状况，需要在多维认识基础上，形成对刑法教义学的总体把握。 

 

关键词：刑法教义学  法律解译  法学方法 

 

 

犯罪故意的古今流变 

——兼评方法论意义上故意与过失的界分 

 

陈磊 

 

内容提要：早自两千年前中国传统刑律就已经明确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责任区分，

而在欧陆刑法告别结果责任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犯罪故意的涵义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诸多

变迁。在故意和过失的分界问题上，古代刑律人命犯罪“六杀”所蕴含的类型式思维模式，

相较于今之刑法概念式二元界分模式，在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故意与过失界限纠

葛之解决，应以概念式思维为基本，以类型式思维为补充。古代刑律并非自觉而近于直觉地

运用颇为近代法学推崇的类型思维模式，体现出中华法系的早熟和早慧。刑法立法和刑法解

释可以考虑从传统刑律的本土资源中汲取营养。 

 

关键词：犯罪故意  法学方法  概念式思维  类型式思维  六杀 

 

无罪推定的外国法溯源与演进 

 

孙倩 

 

内容提要：无罪推定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学者论述里，各有自己的历史渊源，而对这

些历史渊源的追溯，恰恰反映了他们各自关注问题的不同。大陆法系国家从应对审前程序中

被告人的处遇角度阐释无罪推定；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为应对中世纪长期存在的，在陈述式审

判模式下被告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诬告、伪证问题，来阐释无罪推定。进入当代以后，两大法

系都转入了对审前羁押与无罪推定关系的关注，审前羁押的性质是否为刑罚的问题颇具争

议。其背后反映的是国家对未被证明犯罪的人何以有惩罚权，这也成为无罪推定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无罪推定  审判模式  审前羁押  疑罪惟轻 

 

论“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形式 

 

王一超 

 

内容提要：“绝对自诉主义”未关注国家与个人诉权之间的平衡，将对“告诉才处理”

案件的追诉错误地理解为是被害人的私事。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理解不仅会造成诉讼资源的

浪费，被害人因取证困难而无法获得救济也是常见的现象。对“告诉才处理”案件进行法解

释学分析后发现，对此类案件应采公诉与自诉并举的追诉模式。被害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

行选择启动公诉或提起自诉。“告诉”的本质是诉讼条件，它会制约刑事追诉整体的合法性。

在公诉过程中，无论是在侦查、起诉还是审判阶段，告诉欠缺或撤回，均应从程序上终止诉

讼。被害人有自诉权，但现行自诉制度的设计妨碍了其诉权实现。应当区分起诉条件、诉讼



条件和有罪判决条件。立案时只需对形式性的起诉条件做出审查，而对诉讼条件和有罪判决

条件需在法庭审判阶段进行“二元复式”审查。当条件欠缺时，分别做出不受理裁定、驳回

起诉裁定和无罪判决。 

 

关键词：告诉才处理  自诉  诉权  诉讼条件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逻辑 

 

王福华 

 

内容提要：在有限的几个立法例中，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建构逻辑主要有技术与程序

保障观念两种，技术逻辑从解决判决效力扩张的正当化入手，以向受判决效力扩张影响的案

外第三人提供程序救济为目的，实现个案正义是其特点；程序保障观念层面的逻辑则将价值

判断作为制度核心，以案外第三人是否在前诉中获得了实质性程序保障为基准，作为向其提

供事后程序救济的根据。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引入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以抑制恶意诉讼为

制度初衷，其针对性强，但也产生了制度功能不全的问题。因此，在实用主义逻辑下仍需遵

循程序保障观念及技术逻辑进行制度安排，并寻求其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结合点，在相关

程序间处理好适用次序，使各程序相互配合。相对于执行异议、案外人申请再审等相关制度，

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制度应体现补充性特点，成为案外第三人权利救济的最后的选择。 

 

关键词：第三人  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  再审之诉 

 

碳税实施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邓海峰 

 

内容提要：全球气候变暖是制约当今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利用税收的

经济调控手段抑制非理性能源消费，已成为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升大气环境质素的重

要方式。发达国家的环保实践证明与碳排放交易相比，碳税具有执行程序简单、成本测算明

确、调控力度灵活、制度绩效明显等优势，我国也将开征碳税纳入了议事日程。在我国现有

的环境法律框架下，碳税制度的运行仍面临四大挑战：与现有税收的矛盾、与碳排放交易制

度的冲突、税收征管组织架构的调整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协调。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构建碳税的法律保障制度。保障碳税的施行需整合碳税与排污收费制度，调整现有环境

税收的税率；需与碳排放交易制度衔接使达标排放企业享受碳税减免；需构建碳税征收动态

平衡管理体系和综合性数据库系统；并设计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契合的碳关税制度。 

 

关键词：碳税实施  环境税  碳排放交易  绿色税收 

 

环球评论 

 

世界法治指数的缘起与流变 

 

鲁楠 

 



内容提要：世界法治指数和法律与发展运动关系密切，其早期实践可追溯至 1971 年美

国梅里曼等人从事的法律制度定量研究。在 20世纪 80年代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时期，国

际政策界对法治的热情催生了世界银行治理指数与世界正义工程的世界法治指数，并产生深

远影响。但国际学术界对法治指数始终存在正反两种评价。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世界法治

指数是继法系地图、国别地图之外的一种新的世界法律地图绘制方式，具有简化、歪曲、引

导、暗示和传播五种特性；同时它也是全球化时代法律散播的新形式，在进口来源、散播层

次、散播路径、散播解释方面具有多样性，在散播效果方面具有长期性。20世纪 90年代以

后，法治评估及指数研究引入中国并取得长足进步，但其方法论引起法学界的反思，我们应

从比较法学界对法治指数的批判分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法治指数  法律与发展运动  法律地图  法律散播  

 

法庭意见、论据与论证 

——析美国最高法院对劳伦斯案的裁决 

 

杨贝 

 

内容提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劳伦斯案给出了三份观点截然分立的法官意见。通过分

析三份意见的论证发现，不论是旁征博引的论据，还是形态各异的论证进路，都不是大法官

们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毋宁是他们发生分歧的后果。大法官们运用的论据实质只是有待证

成的意见，其采用的论证进路不只是为了证成结论，也是为了表明他们的法律理念。就劳伦

斯案而言，真正影响大法官判断的是他们对于宪法解释原则、遵循先例原则、司法与民主的

关系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基本法律理念既是特定判决的成

因，也有可能作为理由出现在判决书中。在这一意义上，尽管法律论证并不必然反映判决的

真实成因，但它对于法律决定的形成仍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法律论证  法律决定  法律理念  劳伦斯案 

 

美国《创新法案》评析 

 

易继明 

 

内容提要：近年来，“专利蟑螂”呈日益蔓延的态势，已给美国创新企业造成了巨大的

损失。美国国会不断提出相关法案，旨在遏制专利蟑螂。美国众议院 2013年 12月 9日通过

《创新法案》，修改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以制止专利蟑螂滥用诉权的行为。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原告提供额外的必要诉讼细节，提高专利权属的透明性，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重新塑造证

据开示程序，终端用户诉讼例外以及对商业方法专利进行规制等内容。通过这些改革，新的

《专利法》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建立起了一整套诉讼审查、证据开示、滥用失权、责任费用承

担和用户平行诉讼等规则体系。美国出台《创新法案》遏制专利蟑螂的做法，是奥巴马政府

专利新政的一种体现，中国政府及企业应加强应对，掌握专利诉讼程序的新特点，以避免该

法案实施之后陷入被动。 

 

关键词：美国《创新法案》  专利蟑螂  专利诉讼  诉权滥用 

 



国际法研究 

 

国际法何以得到遵守 

——国外研究述评与中国视角反思 

 

韩永红 

 

内容提要：国际法遵守理论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法理论之一。以利益为基

础和以规范为基础的两大流派围绕利益、声誉、制裁、规范、国家能力、社会环境等因素提

出并论证了多种对国际法的发展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随着两大流派的交叉与融合，国际

法遵守理论的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呈现不断扩展的趋向。与国外学界对国际法遵

守理论的研究热度相比，目前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还较为有限。为满足国家利益、中国

法学研究转型及国际法理论发展的需求，应当加强对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研究，提升国际法律

规则与我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关键词：国际法  遵守  制裁  声誉  规范内化 

 

学术综述 

 

将法治进行到底 

——“法治与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