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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增强研究生教育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教育部决定，要加快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优化的步伐，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规模，加强应用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力度，促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
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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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2010年全国法律硕士（非法学）联考大纲分析　　上编　专业基础课刑法学　　第二
章　犯罪概念　　第一节　犯罪的定义　　一、犯罪的定义概述　　犯罪的定义　　【分析】　受罪
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外国刑法或学说大多对犯罪采取法律形式层面的定义，认为犯罪是刑法规定以刑
罚禁止或惩罚的行为，或犯罪就是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在苏联还保留类推制度的刑法中，也曾有过对犯罪从实质层面的定义，如1919年苏俄刑法指导原则第6
条规定：“犯罪是危害某种社会关系制度的作为或不作为⋯⋯”现行俄罗斯刑法采取罪刑法定原则，
则给犯罪下了一个形式与实质结合的定义，“本法典以刑罚相威胁所禁止的有罪过地实施的危害社会
的行为，被认为是犯罪”（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4条）。
　　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不同，或者由于人们把握犯罪的角度不同，对犯罪还提出一些其他定义。
例如，根据唯物史观，认为犯罪是一个历史范畴即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由掌握政
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有的刑法学者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认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
有的刑法学者认为犯罪是反社会的行为。
刑事古典学派重视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认为犯罪是造成侵害性结果或危险的行为；而刑事社会学派
重视犯罪人及其危险性格，认为犯罪是犯罪人反社会性格的表现等。
　　不同的定义反映出不同的犯罪观　　【分析】　从法律意义上讲，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应受刑
罚惩罚的行为。
例如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第264条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
多次盗窃的”行为，等等。
在罪刑法定制度之下，严格讲只有这种法律（形式）上的犯罪。
　　从实质意义上讲，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
法律之所以要规定某种行为是犯罪，予以刑罚处罚，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侵害了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
破坏了法律秩序。
例如，在社会生活中，总会发生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盗窃、诈骗、抢夺之类侵犯他人权益、破
坏社会生活秩序的现象。
对这类现象，如果不采取严厉的制裁方法予以禁止，社会生活就无法继续。
这是犯罪的本质，是犯罪的法律意义的根源。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义　　《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定义　　【分析】　尽管在刑法分则
各条中已经规定了盗窃、抢劫等各种具体犯罪的定义（罪状或构成要件），但是，在《刑法》第13条
中仍然对犯罪给出了定义：“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
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
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犯罪。
”这个定义是对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如故意杀人罪、盗窃罪、抢劫罪等）共同特征的高度概
括。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犯罪是危害社会、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兼顾犯罪的实质特征和形
式特征，是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定义。
　　“但书”的意义　　《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定义的意义。
这一犯罪定义既含定性要求又含定量要求，对于合理认定犯罪及处罚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犯罪定义不仅从性质上明确了犯罪具有危害性和违法性，而且还设置了定量要求，即“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被称作犯罪定义的“但书”。
该“但书”表明认定犯罪不仅仅需要正确“定性”，还需要合理确定危害的“程度”或“量”。
“但书”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对犯罪的实质特征提出定量的要求，赋予司法机关酌情排除犯罪的权力
，避免过分拘泥于法律形式而作出刻板教条的判决，例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强拿硬要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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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符合抢劫特征，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犯罪等。
　　“但书”是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宏观标准。
“但书”也是适应我国法律结构需要产生的。
我国对危害行为的惩罚体制由两个层次的法律构成：其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条例以及工商
、海关、税务等行政、经济法规中的处罚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其二才是刑法，违
反刑法的属于“犯罪”。
　　“但书”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可以缩小犯罪或刑事处罚的范围，从而避免给一些轻微的危害行
为（或违法行为）打上犯罪的标记，有利于行为人改过自新；还可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集中力量惩
罚严重的违法行为——犯罪。
　　与《刑法》第13条犯罪定义的定量要求相呼应，分则条文对有些犯罪特意规定程度方面的限制要
件，如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均有“数额较大”的限制；侮辱、诽谤罪
等，有“情节严重”的限制；寻衅滋事、遗弃、虐待罪等有“情节恶劣”的限制。
在经济犯罪中，往往有“销售额”、“逃避缴纳税款数额”、“非法经营额”、“违法所得”等数量
限制。
与外国刑法中的犯罪相比，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门槛较高。
　　第二节　犯罪的基本特征　　根据《刑法》第13条犯罪的定义，可以分析出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
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分析】　首先，犯罪必须是人的
具体行为。
因为人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对外界如社会、他人发生影响，造成损害；而法律也只有通过对行为的刻画
、描述，才能确定什么是犯罪。
这意味着：不论人的思想观念、主观素质是如何的邪恶，只要它没有外化为行为，就不能被认为是犯
罪。
不能把人的道德、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当作犯罪。
可以说，一切犯罪在道德上都是邪恶的，但是并非一切道德上邪恶的东西都是犯罪。
　　其次，犯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而必须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所谓严重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重要利益的侵害，《刑法》第13条较为全面地揭示出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各种表现：危害的国家安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秩序、公民的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公私财产权利等。
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不能认为是犯罪。
某种行为即使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
国家之所以要禁止、惩罚犯罪行为，就是因为它侵犯个人、社会的利益，破坏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生
活的正常运行。
例如故意杀人罪侵害他人的生命、盗窃罪侵犯他人的财产、放火罪危害公共安全。
而在社会生活中，尊重他人的生命、财产，是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价值准则，也是建立国家这
样的公共机构所要维持的基本秩序。
因为某些行为破坏社会生存、发展所必要的秩序，所以国家或组成社会的成员必须以法律的名义对该
行为加以禁止、惩罚。
这种有严重危害的行为，才被刑法规定为犯罪。
　　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　　【分析】　这是在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犯罪
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同时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时，才是犯罪。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因为某种行为之所以被刑法用刑罚所禁止，就在于它有社会危害性。
而具有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则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分析】　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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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触犯刑法，就应承担受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
因此，应受刑罚惩罚是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法院可依法裁量对犯罪的人不实际适用刑罚。
例如，刑法规定对于犯罪中止没有造成损害结果的，应当免除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
刑事处罚等。
在这种场合，行为人虽然没有被法院实际判处刑罚，但其行为也被认为构成犯罪。
　　第三章　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
内容　　【分析】　犯罪构成指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
　　1.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的必备要件。
例如，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就是由以下要件组成的：（1）年满14周岁、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
自然人；（2）有抢劫的故意；（3）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4）侵犯了财产的
所有权和人身权。
这四个条件紧密结合为一体，就形成了抢劫罪的犯罪构成。
在这个要件集合体（也即犯罪构成）中，四个条件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确立了法律上的一种“犯
罪”，即抢劫罪。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某人及其所实施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就是具备了抢劫罪的犯罪构成，
也就是构成了抢劫罪。
　　2.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由刑法规定的。
上述抢劫罪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年满14周岁、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就是由《刑法》第17条和第18条
规定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就是由《刑法》分则第263条规定的，等等。
正因为组成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由刑法规定的，所以说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或规格。
　　3.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是适用刑罚法律后果的前提。
例如，某行为具备上述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就成立抢劫罪并应当适用这条规定的法定刑处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律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