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本身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
.

刑法
_

七作为构成要件的只是行为及共造成的危害后果
.

在 J rl )

法上论述因果关系也只是为了在理论上阐明如何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 己造成或是否可能造成

某种危害后果
。

因此
,

不应把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来论述
。

综上所述
,

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的提出必然引起许鬓理诊观点的变化
,

必然带米许多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新的理论问题
。

如果本文能成为引玉之砖
,

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犯罪构成理论中起一点促进作用
,

这就是作者的最大心愿了
。

民法通则 (草案) 座谈中涉及的理
甲

论伺题

19 8 5年 1 2月 4 日到 1旧
,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 了

民法通则 (草案 ) 座谈会
。

座谈中涉及民法的许多理论间题
,

还涉及经济法的某 些 理 论 间

题
。

这里择要简单介绍
,

供学术研究时参考
.

( )l 民法的调整范围 有人认为民法应调整民事

主体 (公民和法人 )
,

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

有人认为这个调整范围太宽
,

与经济法调整

范围有交叉之处
,

应明确民法只调整平等经济基础上的横向经济关系
,

或者说是用民事方法调

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

有人认为既然是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

就必然是平等

的关系
.

有人提出
,

对国营企业来说
,

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

如果把

横向关系划归民法调整
,

而纵向关系又由行政法调整
,

那就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精神
.

有人认

为婚姻关系不应包括在民法调整范围之中
。

( 2 )民法的基本原则
.

除平等
、

自愿
、

诚实信用

等原则外
,

有些人分别提出增加以下原则
:

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原则
,

国家 ; 集体
、

个

人利益三兼顾原则
,

不得违反国家计划的原则
,

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
,

等价有偿原则
,

公平原则
,

过错原则
,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民事活动的原则
.

对各种 意 见
,

又 各

有持不同意见者
.

( 3 ) 民法 的主体
。

争论 的集中点是除公民和法人外
,

可否规定其他民事

主体
。

关于合伙
,

一种意见认为
,

可给合伙组织以民事主体的资格
,

这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

况
,

并有利于鼓励个体走向经济联合
; 另一种意见不同意

,

认为合伙活动最终还是落实在公民

个人身上
,

应由公民个人承担责任
.

有人认为现实中法人之间也
`

有合伙
,

可在公民一章和法

人一章分别对合伙作出规定
.

关于个体户和农村承包户
,

有人认
.

为可规定为民事主体
,

这样

能起到定心丸的稳定作用
;

有人不同意
。

还有人认为 以户的财产来承担责任不合适
.

( 4 ) 法

人
。

有人认为
,

企业法人除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
、

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外
,

还应包括全 民
、

集体

与个人联营的企业
。

有人提出有的企业法人也可以负无限责任
。

有人建议规定国家对国营企

业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

对法人的条件
、

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

法人的终止等间题讨论中也有不

同意见
.

拓 ) 所有权 与经营自主权
。

有人认 为除规定所有权外
,

应对其他物权作出规定
.

有人认为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含意不很清楚
,

有人认为经营自主权与所有权 差 不 多
。

( 6 ) 承包权
.

有人认为 承包权的性质不清楚
,

可解释为是生产责任制形式 ; 有人认为承包

权是一种物权
;
有 人认为承包权是依据合同而产生

,

既有物权的性质
,

也有债权 的性 质
.

( 7 ) 知识财产权
.

有人认为说知识财产权很合适
;
有人认为知识 财产权只强调知识的财产

权
,

而没有考虑到与少
、

身相联系的权利
,

并且不 包括发现权
、

发明权
,

应改用智力成果权
.

有



论我国司法制度的若干基本问题

熊先觉 于慈坷

我国司法制度是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
,

它与我国革命和建设同步发展
,

在上层建筑中占有

重要地位
。

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
,

应当首先阐明它的基本间题
。

一
、

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含义

研究我国司法制度
,

应当首先揭示它的基本含义
J

所谓司法制度
,

系由
“

司法
”

和
“

制

度
”

所组成
。

何谓司法? 通常有两种说法
:

一是司法指法院或法官的审判活动
;

一是认为执法就是司

法
.

从一定程度上说
,

二者都是对 的
,

但并不 准确
。

因为
,

前者是根据所谓
“

三权分立
”

原

则
,

是一种传统的陈旧观念
,

它不符合我国的司法理论
,

也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

这对我

国司法而论
,

失之过狭
; `

后者把司法与执法完全等同起来
,

完全抹煞了司法和行政的界限
,

又失之过宽
。

例如税务
、

海关
、

交通民警等都在执法
,

而不能把这些也视为司法
。

司 法只是

国家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

只是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重要手段
,

而非上述一 田方面和各

种手段的总称
。

司法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现象
,

使立法的 目的得 以最终实现
,

但直到资本主义

社会初期
, “

司法
”

的概念及其理论才被完整地抽象出来
,

赋予它是
“

法院或法官的审判活

动
”

的含义
,

并一直支配着资本主义法律理论和实践
。

这种理论对我国是不适用的
。

我国实

行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分干原则
,

而非分权原则
,

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从更 加

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
“

司法
”

含义的
,

不能削足适履
,

但也并非所有的执法都是司法
。

在我

国
,

司法是指特定的机关
、

根据特定的程序
、

执行特定的法律
。

简言之
,

司法系指司法组织

的执法活动
。

或者说
,

司法系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在办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事件中的执

法活动
。

由于司法分化和专业化的结果
,

我国司法机关不仅指人民法院
,

它是由司法审判
、

司法检察
、

司法侦查
、

司法行政四机关以及监所
、

律师
、

公证
、

调解等众多的司法组织所组成
`招毛心 . 自.月 毛月肠勺匕门. 月盛门. 门匆月. 月`月 . 门即翻 因自今的扣歌因 . 月日心毛门. 口肠门肠自明弓月 自, 弓门. 门. 弓” 侣门汤口口. 月. 门装 屯心` 勺匕口的 . 口幼吞口俄 ” 油力含口侣月的忧仍留月 口月侣门翻, 招门 山弓勺心的巴刁的仁司 七门盛勺 毛六网月 扣匀̀ 匀匕招合心已月的口翻侣电各口乙心

人则说不属 于专 利权范围的发明权等科技成果权
,

主要靠 自己保密
,

法律无法保护
。

( )s

时效制度
.

有些人主张规定取得时效
,

认为这样有利于稳定经济关系和维护经济秩序
,

促使

权利人关心 自己的财产
,

并且有利于司法实践
。

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
。

对诉讼时效的期 间长

短
、

中止
、

中断等也有不同看法
。

有人提出要规定对 国家财产的保护不受时效限制
,

有人认

为这样规定容易助长官僚主义
。

( 9 ) 涉及经济法的间题
。

除前述调整范围涉 及 经济法外
,

有人提出
,

对我国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关系如何进行法律调整应作通盘考虑
,

在研究制定

民法通则的同时
,

要研究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和分工
、

经济法的地位和作用
,

并可考虑是否

在制定民法通则的同时
,

制定经济法总则
。

(苏 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