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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犯罪既遂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在体系结构上共分五章。
各章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就犯罪既遂的概念、犯罪既遂的存在范围、犯罪既遂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以及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的设置模式进行了探讨。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在成立犯罪的基础上进展到法定完成状态的犯罪形态；
犯罪既遂存在于一切罪过形式的犯罪之中；犯罪既遂是犯罪成立的形态之一；犯罪既遂的判断不能脱
离犯罪构成；犯罪既遂条件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犯罪以犯罪既遂为模式予以设定。
    第二章就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进行了讨论。
通过对刑法理论中三种争议观点的述评，提倡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要素齐备说。
    第三章、第四章就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进行了讨论。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根据既遂的犯罪构成中是否包括结果要素，可以将基本犯分为行为犯和结
果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没有必要再进行形式犯与实质犯的划分；对于实害犯应界定成以特定的实
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
这里的“构成要件要素”，既包括区分罪与非罪的要素，也包括区分完成罪与未完成罪的要素，还包
括区分基本罪与重罪的要素；危险犯与其相对应的实害犯之间是一种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数
额犯、情节犯、目的犯是根据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的类型的不同对基本犯的既遂形态所作的另一层次
的划分；数额犯、情节犯均可能存在未遂形态；目的犯的既遂与特定目的的实现没有关系。
    第五章就派生犯的既遂形态进行了探讨。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派生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结果加重犯、数额加重犯、情节加重犯以及包
容加重犯均可能存在未遂形态；加重犯既遂的判断标准是：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的齐备+加重因素的具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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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形式限定为过失，就意味着抢劫致人死亡的情形不完全属于结果加重犯，对抢劫故意致人死亡
的犯罪形态就必须用其他概念加以概括。
问题是，同一个条款，仅仅因为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不同就在犯罪形态上做出区别对待，这
是否妥当，确实是令人生疑的。
笔者注意到，有学者虽然并不否认我国刑法中存在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出于故意的立法例，但是基于对
该种立法例所存在的理论上不足的认识，建议分解对加重结果既可持故意又可持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将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持故意的结果加重犯规定为结合犯，而对加重结果具有过失的则规定为结果加重
犯。
①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要改变通行的关于结合犯概念的理解。
一般认为，结合犯是指数个各自独立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结合成为另一独立的新罪的
犯罪形态.例如，根据《日本刑法典》第241条的规定，犯盗窃罪，而强奸妇女者，构成强盗强奸罪。
这里的强盗强奸罪就是典型的结合犯。
结合犯所结合的数罪，原为刑法上数个性质各异的、独立的犯罪。
这是结合犯成立的前提条件。
所谓独立的犯罪，是指不依附于其他任何犯罪而符合独立的犯罪构成的行为。
在数个独立犯罪的数个行为中，必须每一个行为独立成罪，才能构成结合犯。
而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抢劫过程中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况下，故意致人死亡的行为属于抢劫罪的手段行
为的具体表现，这种行为与其后的取财行为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如果认为这种行
为独立构成犯罪，就意味着抢劫罪的手段行为的内容被虚化、抽空了。
这样，在将抢劫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作为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犯加以规定的情况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既遂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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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