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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精要详解实练：刑法》专为已具备了一定的司考知识基础，需要进一
步厘清要点、研读真题、拓展训练、全面突破的考生编写。
本套图书根据新法规、新试题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在总结多年命题规律基础上，特别针对司法考试更
加注重对考生法律知识灵活运用能力和法学素养考查的特点，为考生准备了浓缩教材内容的“精要知
识点”栏目，常考应背的“关联法条”栏目，反映真题命制规律的“经典题及解析”栏日和夯实基础
、获得高分的“扩展题及解析”栏目，不同栏目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
我们相信，本套图书对您的复习应考将会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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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犯罪主观要件精要知识点犯罪主观要件概述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主观要件的其他问题精要知
识点详解1.犯罪主观要件概述犯罪主观要件指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
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
犯罪心理态度的基本内容是故意和过失（合称罪过），此外还有犯罪目的和动机。
2.犯罪故意（1）故意的概念。
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
犯罪故意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另一个是意
志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是犯罪故意。
（2）故意的种类。
刑法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直接故意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
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
间接故意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既可以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必
然发生危害结果，也可以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只能是明知自
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而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3）故意的认定。
对犯罪故意的认定还应注意以下内容：1）犯罪故意与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故意”的区别。
2）犯罪故意与单纯的认识或者单纯的目的的区别。
犯罪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而不是指单纯的某个因素。
3）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
意的过失与无罪过事件（意外事件）的区别。
（4）事实认识错误。
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和自己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有不符合真相的认识。
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主要表现为行为并非合法，但行为人误认为合法的情况等。
例如，行为人的行为本来不是紧急避险，但他认为是紧急避险。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为行为人是故意犯罪。
如果行为人有过失，就认定为过失犯罪；如果没有过失，则宣告无罪。
对行为手段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使用的手段是否会发生危害结果有不正确认识。
主要有三种情况：1）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来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行为人误认为不会发生危
害结果。
如行为人将“药酒”给他人饮用，但是该药酒实质上是毒药，导致他人死亡，由于行为人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因此不构成犯罪；如果有过失，则成立过失犯罪；如果没有过失，则属
于意外事件。
2）行为人本打算使用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但是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不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
，如打算将毒药给他人服用但认识错误而使用了盐的行为。
此种情况下，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由于意志
之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应当属于犯罪未遂。
3）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韵发生，但是行为人因为愚昧而误认为该手段可以
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没有危险性，不得定罪，例如“迷信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精要>>

对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1）在甲、乙属于同一社会关系的情况下，误把甲对
象当成乙对象加以侵害，因为甲、乙属于同一社会关系，因此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构成。
如错把乙当成甲杀害。
2）误把甲对象当成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两者体现不同的社会关系。
对于这种认识错误，应当在主客观统一的范围内认定犯罪。
如行为人打算盗窃一般财物，而结果盗窃到的是枪支，应当定一般盗窃罪。
3）误将非犯罪对象当成犯罪对象加以侵害。
通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仅由于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因此属于犯罪未遂。
如行为人打算杀死某甲，却在黑暗中误将狗当成甲杀害的行为。
4）误将犯罪对象当成非犯罪对象加以侵害。
这种行为不能构成故意犯罪，如果有过失，则成立过失犯罪。
如行为人想杀死野兽，黑夜中却误将某人当野兽杀死的行为。
对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存在许多情况。
例如，行为人以为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但实际上结果的发生是由于行为人外的另一行为所导
致。
行为人对因果关系发展的具体形态的认识错误通常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对事实认识错误的认定和定罪量刑是刑法中的重点和难点，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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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精要详解实练:刑法》：精要知识点  结合近年考题精选核心考点关联法条  
依据命题特点熟知法条内容经典题及解析  真实感受试题难度全面了解命题规律扩展题及解析  增加训
练机会突破考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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