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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治，是指刑事法领域的法治状态。
刑事法治的发展与完善是刑事现代化、国际化的普遍要求，刑事法治问题也是刑法学界经久不衰的研
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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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大华，1963年生，湖南新晃人，侗族。
现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后，二级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贵州省人
民政府法律顾问室首席法律咨询委员、贵阳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等。
曾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贵州民族学院院长。
曾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全国首届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教育部第四届“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全国“十大教育英才”，“新世纪百千人才工程国
家级入选”，贵州省委省政府核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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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毒品犯罪演变特点及应对措施
——以云南边疆为例
商业行贿犯罪根源及刑法对策分析盗窃罪研究
盗窃罪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问题研究
盗窃转化犯问题研析
如何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及理解“入户抢劫”
——李某敲诈勒索案
论使用盗窃
试论家庭内部人员相盗窃的定性问题
未成年人盗窃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盗窃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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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该案的争议实质在于对被告人邵建国教唆和帮助其妻王彩自杀的行为定性问题，邵通
过教唆和帮助自杀的方式来促成其妻的自杀，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故意杀人罪中的杀人行为？
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在无刑法明文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故意杀人罪中的杀人行为
的方式方法。
因此，该案实际上是一个对法条适用的理解问题，该学者所列举的日本法例只不过证明了其不赞同把
诱发或帮助自杀行为视为一种故意杀人行为，并不足以证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否妥当。
因为在诱发或帮助自杀行为不被当做一种故意杀人行为的前提下，按照递进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看
，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因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而不会被评价为犯罪行为，这是肯定的。
不过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同样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来评价，其行为因不满足客观
要件的内容所需也一样会被认定为无罪，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而且依照该说的逻辑——“将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错误地理解为杀人行为”为前提推演其结论成立
的话，把此处的“将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错误地理解为杀人行为”放到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体系
中，这样的误解岂不同样会导致“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接下来其他条件不变化——同样是“杀人故意也有（其在大陆法系中被归为责任
要素之中），杀人结果也有（其在大陆法系中被归为构成要件要素之中），因果关系也有（其在大陆
法系中被归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客观之中），主体要件也符合（其在大陆法系中被归为责任要素之
中）”，就是按照递进思维，如果同样地不再补充其他阻却符合的条件，也很难得出不成立犯罪的结
论。
因为对事实行为认定时，一旦出现适用法条判断定性失误——对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错
误，如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下，将本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判定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行　　为，由于
在大陆法系的余下阶段中并不会再去考虑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问题——只考虑违法性和有责性，其造成
的结果就是实际上它失去通过审视构成要件该当来纠正的机会，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也都具备的条件下
，自然难以避免由此产生的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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