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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的刑法学研究取得了丰硕
成果。如何总结 2024 年的刑法学成就，
以及如何展望 2025 年的刑法学研究，必
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的阅读
范围与观察能力有限，以下的回顾未必
符合客观事实，展望也不一定能得到认
可，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2024年刑法学研究的回顾

大 体 而 言 ，2024 年 刑 法 学 研 究 的
热点与重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学界就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理

解和适用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主
要是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是如何解释民
营企业内部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
亲友非法牟利罪与徇私舞弊低价折股、
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的成立条件。可
以认为，使处罚范围的合理化，确保民营
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保护，使民营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公平的法律环
境，成为刑法学界的共识。二是如何评
价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几种行贿犯罪法
定刑的修改，以及如何适用行贿罪的七
种从重处罚情节，从而防止重复评价。
相关论著都认为，行贿犯罪法定刑的修
改有利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与协调；
所有论著都主张，“行贿受贿一起查”不
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

2.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如何结合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

践，挖掘中国特色的本土资源与优秀传
统，构建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是
刑法学界 2024 年的重要议题。继 2023
年后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2024 年的年
会，再次以“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构建
研究”为主题，充分展现了刑法学界构建
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强烈意愿。不
少刑法学者也就此发表了富有见地的看
法。相关发言与论文认为，只有立足中
国国情，既重视独立自主发展，又重视开
放兼容，才能夯实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理
论自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和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知
识体系。

3.轻罪立法与轻罪治理
自刑法修正案自刑法修正案 ((八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增设危险驾驶罪

以来以来，，历次刑法修订都将轻微犯罪立法历次刑法修订都将轻微犯罪立法
作为重点内容作为重点内容。。例如例如，，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 ((九九))
增设了增设了 1212 项轻罪项轻罪，，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 ((十一十一))新新
增了增了 88 项轻罪项轻罪；；部分轻罪立法体现了预部分轻罪立法体现了预
防性刑事治理防性刑事治理。。与此同时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近年来我国
严重刑事案件数明显下降严重刑事案件数明显下降。。例如例如，，20232023
年全国爆炸年全国爆炸、、杀人等八类严重暴力刑事杀人等八类严重暴力刑事
案件数下降案件数下降 1010..77%%，，每十万人命案发生每十万人命案发生
数为数为 00..4646 起起。。在这种背景下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评价如何评价
轻罪立法轻罪立法，，如何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如何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
轻罪治理体系轻罪治理体系，，以减少刑事案件数量以减少刑事案件数量、、化化
解司法机关压力解司法机关压力、、减轻犯罪人负担减轻犯罪人负担、、化解化解
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就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就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
题题。。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轻罪治理是一轻罪治理是一
个系统工程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立法需要从立法、、司法司法、、执法执法、、社社
会协同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会协同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轻罪轻罪
治理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治理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注重

化解矛盾纠纷化解矛盾纠纷，，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轻轻
罪治理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治理经验罪治理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治理经验，，同同
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此此
外外，，关于如何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关于如何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或前科消灭制度度或前科消灭制度，，让犯罪者感受到司让犯罪者感受到司
法的公平正义和情理关怀法的公平正义和情理关怀，，促进社会和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谐稳定，，也得到了刑法学界的充分重视也得到了刑法学界的充分重视。。

4.刑事涉案财物的依法处置
刑法第六十四条对刑事涉案财物处

理的规定比较简单，司法实践中对刑事
涉案财物的处置也存在诸多问题。因
此，如何规范处置刑事涉案财物，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司法公正的重要环
节，也是刑事法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各地各部门就本课题举行了诸多研讨
会，不少学者发表了看法。相关论著就
如何明确涉案财物的具体对象范围，如
何贯彻比例原则，如何优化刑事涉案财
物的处置程序，建立相互制约机制和跨
部门信息平台等，提出了诸多可行的合
理化建议。可以认为，2024 年关于刑事
涉案财物的处置研究将呈现出多维度的
发展趋势，取得了显著进展。刑法学从
仅重视刑罚处罚到重视刑罚外的措施与
处分，使刑事司法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体
现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要求，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5.高科技背景下的刑法应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类型

的犯罪层出不穷，在高科技背景下，刑法
如何应对新型犯罪，成为十分活跃与内
容丰富的话题。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广泛应用，AI 时代财产犯罪的形式
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何区分盗窃罪
与 诈 骗 罪 ，一 直 是 刑 法 学 界 关 注 的 话
题。再如，随着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的普
及，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成为热点；如何处
理“钱包数据的篡改”和“延时重复支付”
等犯罪，以及涉虚拟货币犯罪技术帮助
者 的 刑 法 定 性 ，也 得 到 不 少 学 者 的 关
注。又如，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
伦理和法律上的诸多挑战，引发了关于
人类尊严、隐私保护等问题的讨论；如何
通过刑法手段确保新兴技术不被滥用，
是刑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还如，网
络犯罪的治理，尤其是网络暴力的法律
规制受到广泛关注。此外，由于网络犯
罪呈现出跨国界、跨地域的特点，如何加
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犯罪，成为全
球范围内的紧迫任务，也成为我国刑法
学者的关注话题。刑法总是对犯罪作出
敏感的反应，刑法学也敏感地应对社会
的发展变化，对此当予充分肯定。

6.其他重点问题的研究
除了上述领域之外除了上述领域之外，，20242024 年的刑法年的刑法

学还关注了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学还关注了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例如例如，，
刑法的方法论与解释论刑法的方法论与解释论、、不作为犯不作为犯、、因果因果
关系与结果归属关系与结果归属、、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共犯体系与共犯体系与
共犯归责共犯归责、、罪数区分罪数区分、、自动驾驶汽车涉及自动驾驶汽车涉及
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得到进一步研究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得到进一步研究。。在在
刑法分则领域刑法分则领域，，各种常发的犯罪各种常发的犯罪、、新型的新型的
犯罪犯罪、、数据犯罪的类型与处理数据犯罪的类型与处理、、大数据时大数据时
代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以及争议较多的犯代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以及争议较多的犯
罪罪，，都有学者的关注都有学者的关注。。不少研究提出了不少研究提出了
创新观点创新观点，，为丰富刑法理论和指导司法为丰富刑法理论和指导司法
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总之，，20242024 年的刑法学研究取得了年的刑法学研究取得了

明 显 的 成 就明 显 的 成 就 ，，以 上 的 归 纳 可 谓 挂 一 漏以 上 的 归 纳 可 谓 挂 一 漏
万万。。当然也应看到当然也应看到，，刑法的基础理论仍刑法的基础理论仍
然未能得到深入研究然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泡沫性的话题并泡沫性的话题并
不少见不少见；；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浅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浅
显显，，大同小异的重复也比较多见大同小异的重复也比较多见；；有的研有的研
究缺乏问题意识究缺乏问题意识，，有的争论并没有聚焦有的争论并没有聚焦，，
需要强化合乎学术规则的学术态度与研需要强化合乎学术规则的学术态度与研
究方法究方法。。

2025年刑法学研究的展望

所谓“展望”也只不过是一种预测，
预 测 不 可 能 准 确 。 哪 些 问 题 会 成 为
2025 年的热点重点问题，其实也难以预
测。坦率地说，所谓的预测也必然包含
了作者的期待。在笔者看来，除了少数
课 题 之 外 ，2024 年 的 多 数 热 点 重 点 问
题，依然会是 2025年的热点重点问题。

1.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构建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

是刑法学界一直追求的，却不是轻而易
举的事情。而且，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主要是倡导性的。如何确定自主的
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具体目标，如何处理
构建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与借鉴
国外学说的关系，如何挖掘和发扬中国
优秀的刑法文化传统，如何使刑法学既
解决中国问题又具有世界意义，还需要
刑法学界不断付出巨大的努力。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
系，并非仅指犯罪论体系；即使构建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犯罪论体系，也不等于构
建了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自主的刑
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
概念，这个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结合本土
实践、体现本国特色，而且必须具有科学
性和系统性，并具有全球意义。刑法学
者需要在刑法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时代
性、国际性等方面下功夫。此外，刑法学
知识体系也应是法律一体化的知识体
系，面向实践的刑法学话语不应在实体
法话语和程序法话语之间、刑事法话语
与民事法、行政法话语之间形成隔阂，而
是需要突破部门法壁垒，打开知识创造
的格局和视野。

2.犯罪治理与刑事政策
犯罪治理与刑事政策可谓刑法学研犯罪治理与刑事政策可谓刑法学研

究的永久课题究的永久课题。。在这方面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有许多问题
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进一步研究。。例一例一：：如何确定预防如何确定预防
性立法的限度性立法的限度，，是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当下当下
采取了预备行为实行化采取了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帮助行为正犯
化的预防性立法化的预防性立法，，其目的是实现提前预其目的是实现提前预
防防。。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刑法对某些犯罪的反应刑法对某些犯罪的反应
还比较迟缓还比较迟缓，，在应对新型犯罪乃至传统在应对新型犯罪乃至传统
犯罪方面仍有不足犯罪方面仍有不足。。将来的刑事立法如将来的刑事立法如
何既避免过度干预何既避免过度干预，，又能应对各种犯罪又能应对各种犯罪，，
成为刑法学成为刑法学（（立法论立法论））的重要课题的重要课题。。例例
二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法无疑是犯罪刑法无疑是犯罪
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何既坚持刑法的谦如何既坚持刑法的谦
抑性抑性，，又实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又实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是应当是应当
继续研究的重要问题继续研究的重要问题。。对刑法谦抑性的对刑法谦抑性的
标准与判断标准与判断，，既需要实证研究既需要实证研究，，也需要本也需要本
土化土化，，不能简单地与国外比较就得出结不能简单地与国外比较就得出结
论论。。例三例三：：如何通过刑法手段实现刑事如何通过刑法手段实现刑事
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特别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特别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
导下导下，，如何通过刑法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如何通过刑法手段维护国家安全、、

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理解各种法如何理解各种法
益之间的关系益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研究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例例
四四：：当一种或者一类犯罪明显增加时当一种或者一类犯罪明显增加时，，是是
应当通过提高犯罪成立条件使之减少应当通过提高犯罪成立条件使之减少，，
还是应当加大处罚度使之减少还是应当加大处罚度使之减少，，抑或采抑或采
取其他有效办法取其他有效办法？？对此需要实证研究得对此需要实证研究得
出妥当的结论出妥当的结论。。刑法理论不能仅因某种刑法理论不能仅因某种
犯罪的定罪数量多犯罪的定罪数量多，，就对该犯罪进行限就对该犯罪进行限
制解释制解释。。例五例五：：虽然虽然 20242024 年重点研究的年重点研究的
是轻罪治理是轻罪治理，，但重罪治理始终是重中之但重罪治理始终是重中之
重重。。如何预防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如何预防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如如
何使恶性刑事案件的处理确实起到遏制何使恶性刑事案件的处理确实起到遏制
重罪的作用重罪的作用，，而不是被部分人效仿而不是被部分人效仿，，同样同样
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是否应当按其他是否应当按其他
分类标准探讨犯罪的治理分类标准探讨犯罪的治理，，也不无研究也不无研究
的余地的余地。。例六例六：：如何使刑罚更加公正如何使刑罚更加公正、、有有
效效，，防止不必要的刑罚防止不必要的刑罚，，充分发挥非监禁充分发挥非监禁
刑刑、、缓刑缓刑、、罚金刑的作用罚金刑的作用，，应通过实证研应通过实证研
究得出妥当且可行的结论究得出妥当且可行的结论。。例七例七：：如何如何
完善刑罚体系尤其是附加刑体系完善刑罚体系尤其是附加刑体系，，如何如何
具体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体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及以及
如何减少犯罪的附随后果带来的消极影如何减少犯罪的附随后果带来的消极影
响响，，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仍然值仍然值
得继续关注得继续关注。。

3.低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责任追究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

发，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邯郸初中生
杀害同学一案的判决，会引发刑法学界
的进一步思考。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根据
确定“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对未成年
人犯罪的治理如何科学化？对未成年人
犯罪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对已
满 12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能否判处无
期徒刑，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能判处无
期徒刑？低龄未成年人共同犯故意杀人
罪、故意伤害罪时，对“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是整体判断还是个别判断，是
不是只能对其中的正犯与共同正犯追究
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如何
贯彻预防犯罪的目的、如何对他们进行
有效的教育和矫正？这样的话题不仅涉
及到法律制度的完善，还牵涉到心理学、
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尤其
需要与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研究相结合，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少年刑法制度与少年刑法理论。

4.新型犯罪的刑法应对
随着人民物质和精神水平的提高，

一 些 新 型 权 利 也 需 要 得 到 刑 法 的 保
护。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
利用科技手段的新型犯罪对传统刑法
理论提出了挑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
时代刑法如何应对新型犯罪，在相当长
时间内都会成 为 刑 法 学 的 热 点 问 题 。
例 如 ，除 网 络 诈 骗 外 ，身份盗窃、黑客
控制、深度伪造、虚拟空间犯罪、自动化
犯罪工具的利用等，都是刑法学必须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有不少问题的
解决需要传统刑法理论的变革。例如，
网络暴力的治理可能需要突破传统的
共同犯罪理论，一直受到批判的一般违
法性从属说是否有用武之地，就值得讨
论 。 再 如 ，网 络 与 现 实 空 间 的 同 时 存
在，会导致同样性质的行为出现构造上
的差异：在现实空间的行为是即成犯，
而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则是持续犯，如何

解 释 相 关 犯 罪 的 构 造 就 成 为 问 题 。
又如，数据的财产性已经充分显现出
来，有的国家刑法已经将非法获取、
毁 损 数 据 的 行 为 规 定 为 财 产 犯 罪 。
我 国 刑 法 理 论 与 司 法 实 践 一 般 认
为，刑法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但在高科技时代，哪些利益属于财产
性 利 益 还 需 要 具 体 确 定 ；在 单 一 的

“财物”概念之下，如何表述财产犯罪
的保护法益，从而合理地指导财产犯
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也成为需要研究
的课题。

5.本土化判例的深入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刑法学对本

土化判例的研究比较零散和落后。随
着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完善、实证研究
的发展，以及构建自主的刑法学知识
体系的需要，本土化判例将得到深入
研究。妥当的刑法理论与合理的司法
实践的统一，是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动态过程中的具体统一。这个过程既
是对不妥当的刑法理论和不合理的司
法实践展开双重批判的过程，也是对
妥当的刑法理论与合理的司法实践进
行双重建构的过程。刑法学需要回应
和破解刑事司法中的现实问题，又要
从现实问题的挑战中生成、归纳和提
升出新的理论，这是刑法学研究得以
展开与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此同时，
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的
公布与实施，尤其是 2024 年 12 月 2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
关于 2024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
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刑法理论将会对行政犯
的前置性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
性文件的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问题
展开研究。

6.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刑法学界近几年

大多围绕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一些热
点问题的研究虽然有现实意义，但有
些热点问题未必是真问题。诚然，热
点问题与基础理论问题不是对立关
系，但由于基础理论研究的难度较大，
以往的热点问题基本上都不是基础理
论问题。然而，如若对热点问题的研
究缺乏基础理论的根基，就不可能真
正解决热点问题。只有夯实了基础理
论，才能明确问题的真假，进而解决真
问题。学术发展史表明，不管是自然
科学的重大发现，还是人文社会科学
的重要进步，都建立在基础理论变革

的基础上。只有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取
得重大突破，才能带来研究范式的转
换，产生自主性、原创性、标志性的成
果。如何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
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到刑法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值得认真对待。
就具体层面而言，刑法规范的本质、犯
罪论体系、违法性的实质、保护法益的
范围与类型、结果归属的具体标准、不
作为犯论、违法阻却事由、责任的本
质、共犯论、罪数论等基础问题，依然
需要深入研究，也期待基础理论成为
热点问题。

7.重点犯罪的深入研究
除了新型犯罪外，实践中的多发

犯罪、严重犯罪依然需要不断深入研
究。例如，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金融犯
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性犯罪、对儿
童的犯罪、侵犯公民新型权利的犯罪、
数据犯罪、传统与新型财产犯罪、生态
环境犯罪、贿赂犯罪等，都将得到进一
步探讨。

8.跨境犯罪的打击与合作
全球化使得跨境犯罪日益频繁，

网络化使得一个行为的结果可能发生
在多地甚至全球。一方面，刑法学需
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有
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跨国贩毒、
洗钱、跨国网络犯罪等国际犯罪和开
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另一方面，
刑法学要研究刑法的适用范围，特别
是，中国公民在境内外实施的相关行
为，其结果仅发生在境外且被境外允
许时，应否适用我国刑法？例如，中国
公民在境内外开设网络赌场，只有赌
博合法化的国家与地区的公民才能参
与该网络赌博时，应否适用我国刑法
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再如，中国公司
在境内制造枪支的部分零部件，直接
全部出口到枪支持有合法化的国家或
地区的，能否以非法制造枪支罪或走
私武器罪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
也要探讨如何保护我国公民免受国外
刑事司法的不当追究。

总之总之，，20252025 年的刑法学研究面临年的刑法学研究面临
诸多新挑战诸多新挑战，，热点重点课题将涵盖从热点重点课题将涵盖从
理论构建到实务应用的多个层面理论构建到实务应用的多个层面，，以以
上的列举难免顾此失彼上的列举难免顾此失彼。。希望刑法学希望刑法学
者扎实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扎实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切实解切实解
决真问题决真问题、、难问题难问题；；期待刑法学界形成期待刑法学界形成
更良好的学术生态更良好的学术生态，，为青年学者的迅为青年学者的迅
速成长与刑法学的繁荣发展营造良好速成长与刑法学的繁荣发展营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的学术氛围；；也相信也相信 20252025 年刑法学研年刑法学研
究会取得更优异的成就究会取得更优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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