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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懒人”编一本刑法工具书

当前，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愈加细化，对承办人的专业化、精准化

要求越来越高，由此导致案件承办人分配到个案具体办理环节的实际

有效时间相对缩短，承办人也看似越来越“懒”。为“懒人”们“量体裁

衣”地编写一本收录全面、高效易用的刑法规范汇编，是编者多年来孜

孜以求的目标。本书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结果。

为确保本书紧贴实务，编者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编写中反复研究

读者日常工作学习中查阅使用的各种需求和心态，身份不断在读者和

编者之间切换，视角不断在司法实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之间转换。

最终确立了以刑法典为主干，在每一具体罪名下以刑法学（教材）本

身的“犯罪论—刑罚论”这种基础逻辑顺序为框架，紧紧围绕每一具体

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对相关有效司法解释等做模块化归纳，以问

答形式将相关内容串联起来的编写思路。这种思路是对目前市面上能

够见到的几乎所有其他刑法法律汇编工具书编写思路的进一步细化。

它将刑法教科书的编写思路挪移到刑法法条工具书的编写中，使得本

书更加符合接受过刑法学系统训练的读者的“口味”。由于体系清晰、

主题突出、纲举目张，模块化、问答式的汇编成果也更能够满足司法

实践和系统学习的各种需要。尤其是，如果读者带着特定问题查阅本

书，则更能深切体会到本书的便捷性。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全面性、时效性。本书收录了建国后至今所有有效的刑法条文、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会

议纪要等，包括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2021年2月26日《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

罪名的补充规定（七）》。本书完全忠于法律规范原文，在“问答式”
编写体例中，除小标题为编者总结的外，不对法律规范本身进行任何

人为归纳。

2.主题性、体系性。在刑法典每个法条之下，本书首先将相关司法

解释等做纵向拆分，然后再以小标题为引领，对主题相同的司法解释

等做横向组合，实现了司法解释的主题化、模块化，极大提高了法条

查阅速度，有效拉近了刑事规范与刑事司法实践的距离。此外，本书

体系清晰，尤其是分则部分紧扣“立案追诉标准—定罪—量刑”的总框

架。在各部分之下，根据刑法典本身的语词表述顺序对小标题进行排

序，确保本书各部分的内部逻辑清晰紧密。

3.专业性、务实性。本书编写人员均为刑事司法和纪检监察工作一

线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均接受过刑事法学研究生或以上阶段的

严格学术训练，多为在所在单位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

在标题拟定等方面，本书始终面向司法实务，以实务的口吻对小标题

进行归纳，确保本书与实务的“兼容性”。本书对法条本身不做人为归

纳，读者在司法实务中可以直接引用小标题下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

例等。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个别学友提出，刑法学中存在“体系解释”的解

释方法，本书这种拆分、组合的编写思路容易使得单个司法解释的完

整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从而限制读者对个别词句完整含义的准确探

寻。实际上，“体系解释”的作用主要是使刑法条文之间、此罪与彼罪

之间保持协调，“体系解释”更多发生在不同罪名的刑法典条文之间，

或者是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本书并不会破坏司法解释的体系性，不

会妨碍“体系解释”方法在本书中的使用。此外，“加重量刑数额（情

节）”的认定本应属于“量刑”范畴，但囿于部分法条往往将本罪的加重

量刑情节与入罪门槛［即基本量刑数额（情节）］同时表述，不宜机

械拆分，故而将部分“加重量刑数额（情节）”的问题纳入“定罪”部
分，这当然也是尊重读者思维习惯的结果。

本书首先由主编谋划思路、拟定大纲，然后分配给具体人员编写，

最后再由主编统稿，副主编协助主编完成了部分编务工作。本书的具

体分工如下：

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编第一

章、第二章：孙强、陈丽莎；

第二编第三章：张蕾；

第二编第四章、第五章：孔崴；

第二编第六章：许晓冰、高雪洁；

第二编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附则：刘磊。



感谢本书编辑胡艺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她数年

的支持鼓励是本书能够成稿的重要原因。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对本书编者给

予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让编者的理论素养不断积淀。更要感谢纷繁

芜杂的刑事司法实践，本书肇始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对这种需

要的努力回应，也必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囿于时间和编者水平，本书难免出现疏漏或不妥之处，肯盼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孙强

202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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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索引

B

【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1248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1250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917

【帮助恐怖活动罪】………………200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807

【绑架罪】………………610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837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1069

【包庇罪】………………1097

【保险诈骗罪】………………452



【报复陷害罪】………………654

【暴动越狱罪】………………943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656

【暴力取证罪】………………641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208

【爆炸罪】………………181/186

【背叛国家罪】………………173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373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425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818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819

【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417

【变造货币罪】………………383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917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265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1249

C

【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
966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419

【持有、使用假币罪】………………381

【持有伪造的发票罪】………………471

【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645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553

【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378

【出售出入境证件罪】………………947



【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467

【传播性病罪】………………1096

【传播淫秽物品罪】………………1110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1234

【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963

【传授犯罪方法罪】………………889

【串通投标罪】………………511

【催收非法债务罪】………………836

D

【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655

【打击报复证人罪】………………922

【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257

【代替考试罪】………………783



【贷款诈骗罪】………………442

【单位受贿罪】………………1174

【单位行贿罪】………………1187

【倒卖车票、船票罪】………………548

【倒卖文物罪】………………957

【盗伐林木罪】………………1027

【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959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959

【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774

【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227

【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1273

【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1124



【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
589/899

【盗窃罪】………………446/470/684/707

【颠覆国家政权罪】………………175

【丢失枪支不报罪】………………231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1245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1245

【赌博罪】………………899

【对单位行贿罪】………………1185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364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364

【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430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1184



F

【妨害安全驾驶罪】………………246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961

【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978

【妨害公务罪】………………630/766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964

【妨害清算罪】………………356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403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1088

【妨害药品管理罪】………………291

【妨害作证罪】………………917

【放火罪】………………181/186

【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1248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1246

【放纵走私罪】………………1241

【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646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998

【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
965

【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

………………971

【非法采矿罪】………………1017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228

【非法持有毒品罪】………………1067

【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
781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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