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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法律和法治实现正义、维护秩序、保障自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也是我国迄今能够选择的最佳治国方略。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事业中，刑事法治建设是重要的领域之一。
刑事法治建设所具有的这种地位，是由刑事法所保护法益之广泛性与重要性、所采用的违法制裁手段
之严厉性和所剥夺权利之至关重要所共同构筑而成的。
“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
”相对于民事法而言，刑事法无疑更有力地诠释了这一法律格言。
当看到刑事司法实践中，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从死亡的恐惧、绝望和痛苦中重获新生，或者就此走上
生命的终点，恐怕没有任何其他部门法学者敢说他所研究的法律较之刑事法所保护的权益或者剥夺的
权利更加重要。
刑事法所关涉的问题如此重要，以致在一些国家，刑事法的重大问题被直接规定在宪法当中。
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
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而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中，刑事法的内容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在人权保障已成为全球主题话语的今天，刑事法作为保障善良公民权利和犯罪人权利的宪章，其重要
性又从维护上层建筑和巩固经济基础之外的另一个方面得到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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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之所以将这套系列教材冠名为“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是因为这套教材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
为指导，注重吸收当代刑事法学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不再像以往的刑事法学教材那样只关注刑
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方面，而是本着“刑事一体化”之精神，覆盖大部分刑事法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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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犯罪构成与相关范畴的界限　　（一）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事实的区别　　关于犯罪构成的
概念，理论上曾存在“法律说”与“事实说”的根本对立，其分歧在于犯罪构成究竟是事实要件的法
律规定（类型）还是符合某一犯罪成立所必须具备的要件事实本身。
我们认为，犯罪构成作为法律对各种犯罪成立所需要件的有机整体而作的规定，和与犯罪构成这种法
律规定相符合的犯罪事实，是既有联系但又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两者的联系在于：（1）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犯罪构成的实现过程，是犯罪主体对犯罪事实的活生生
的展现过程。
换句话说，犯罪主体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使其自身进入刑事制裁的调整对象范围，这种调整的根据，
就在于犯罪主体的行为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某个（或几个）犯罪构成的各种具体事实。
（2）从司法实务的角度来说，刑事诉讼的最具决定性的工作一一定罪，就是将发生了的犯罪行为中
的各种事实与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相对照，或者说是寻找与犯罪行为相符合的犯罪构成的活动。
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判决尚未确定的时候，是不能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但
毋庸置疑的是，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总是给司法人员一个“类型化”的指导——每一个犯罪构成，
即是一个类型化的犯罪。
例如，故意杀人罪是各式各样的故意杀人犯罪的类型化，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是各种盗窃犯罪的类型化
。
司法人员正是在头脑中存在这些类型化的犯罪，才在这一前提下将危害社会的行为事实与法律规定的
犯罪构成相对照。
没有这样的类型化指导，司法人员要准确、及时地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是很难想象的。
（3）从犯罪构成理论和刑事立法的角度来说，犯罪构成是对犯罪行为及其事实抽象的结果。
犯罪构成在个别的规范中总是具体的，但相对于具体犯罪事实来说，犯罪构成又具有抽象性，它是对
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个体（由生动的犯罪事实表现出来）本质的抽象的结果；无论什么犯罪，其构成
都由法律加以规定，规定的内容即是构成要件，而这些构成要件实际上是立法者在对各种犯罪行为的
现象实体进行分析、筛选的基础上予以确定而上升至法律之中的。
　　犯罪构成与犯罪事实的密切关系，恰恰说明了两者应当相互区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无论是视犯罪构成仅为事实而否定它是法律规定的观点，还是主张犯罪构成既是法律规定又是事实本
身的观点，都是忽视犯罪构成与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区别（相应的也就谈不上什么联系）的错误观点。
　　（二）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理论上，也有人认为，犯罪构成是一种理论而不是“法律
规定”；有的人还指出，犯罪构成既是法律规定的犯罪成立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又
是一种理论。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两个范畴的界限，以此为H{发点研究
犯罪构成，必然造成混乱。
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混为一谈，不仅不利于正确确定犯罪构成这个事物本体的概念，而且也不
利于犯罪构成理论的自身发展。
　　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的关系，犹如刑法与刑法学或刑法理论的关系一样，是有密切联系而又
应当予以区别的两个范畴。
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的联系表现在：一方面，犯罪构成理论以犯罪构成为研究对象，犯罪构成理
论是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研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另一方
面，犯罪构成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和根据，没有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理论就成了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的区别可以归结为：犯罪构成是规范性的东西，是法律对犯罪成立所必须具
备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犯罪构成理论则是范畴性的东西，是对犯罪构成本体及相关问题的
体系性研究理论。
犯罪构成理论来源于犯罪构成的本体，但高于犯罪构成本体。
犯罪构成理论对与犯罪构成有关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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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在一些论著中，有时会出现以“犯罪构成”一词来表示“犯罪构成理论”的实质内容
。
如谈到“我国犯罪构成的研究状况”、“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等等，但可以肯定
，这些论著并非皆是认为犯罪构成本身与犯罪构成理论没有区别，只是表述得不够严谨而已。
　　三、犯罪构成的要件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概念及认识层次　犯罪构成的要件，是指成立（
或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可以将犯罪构成的要件区分为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和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
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又称为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或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是指具体犯罪的成立必须具
备的要件。
每一个犯罪都有其具体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也称犯罪的共同构成要件，是指一切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的要件。
　　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与具体要件不是两类或两种构成要件，而是对犯罪构成要件这一范畴从不同
层面所认识的结果。
它们之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具体犯罪是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因而不同的犯罪其构成的具体要件也是丰富多彩、各有差异的。
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从各种犯罪的具体要件中，科学地概括出各种不同犯罪构成的共同组成要
素，这就是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所以，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寓于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之中，所有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抽象出来就形成
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是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是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具
体根据。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只有通过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才能解决。
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虽然不可能成为认定具体犯罪的法律依据，但对具体犯罪的认定起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
在理论上将共同要件与具体要件联系起来研究，有助于犯罪构成理论的深化，有利于建立起合理、科
学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新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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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