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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义 第6行：一方面，这一定义科学

地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属性和法律特征，指出犯罪是严重

破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它揭示了犯罪的

社会政治本质。同时该定义又明确指出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

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

害性，但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犯罪，或者没有规定对这种行为

的刑罚处罚，那麽也不能认定为犯罪，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

罚惩罚性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这一规定是现代法治国家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必然反映。另一方面，这一定义

在对犯罪进行定性描述的同时又设置了定量要求，《刑法》

第13条“但书”明确规定符合刑法关于犯罪的描述的行为，

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将虽

然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这样，从立法上即对犯罪的性

质进行描述，又对犯罪的外延进行定量限制，有利于我们准

确地把握犯罪的本质，适当地界定犯罪的范围，从而划清罪

与非罪的界限，根据这一定义，只有具有一定严重程度的社

会危害性的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否则只

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 P30：我国刑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同

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外国刑事立法中的一些有益的

经验，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四分法规定： 4.



经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是减轻刑事责任的时期。 《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

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

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是一种

社会保护措施。通过这种措施，有助于防止这些少年再危害

社会，有助于他们的教育改造，也有助于保护他们的健康成

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中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内容： 1.《

刑法》第17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

，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计算。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

人实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

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7条

第2款的规定确定罪名，定罪处罚。 3.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

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

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在年

满18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中犯罪行为，对其年满18周岁以前

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为人在年满18岁

前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18周岁以

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4条从证据角度说明了应当推定未达到

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和应当认定已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的两种情况。 此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

第6~10条中涉及未成年人实施了情节轻微的某些行为，不认

定是犯罪、可不按犯罪处理的若干情形。在《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司法解释》的第11~19条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



、执行刑罚的若干情形。 P50 二。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

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第11行：其特征是：共同实施某一特定

犯罪的故意是在开始实行犯罪或犯罪实行过程中形成的， 不

是事先谋议的。由于缺少事前对犯罪的谋划故一般比事前通

谋的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小一些。 三。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

共同犯罪 第5行：处理简单共同犯罪，对每一个参加人都要

按照他实施的行为定罪，量刑时按参加犯罪情况酌定。 复杂

共同犯罪，简称复杂共犯，指各共同犯罪人因在共同犯罪中

所处地位和分工的不同而形成的共同犯罪，其特征是：共同

犯罪存在一般结伙犯罪、聚众犯罪、犯罪集团等形式。由于

每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故刑法

专门规定了相应处罚原则。 P55 （二）继续犯的特征 最后一

段：正确认定继续犯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准确计算追诉期限

；二是有利于正确解决刑法的溯及力问题。 P58 （二）连续

犯的特征 最后一段：正确认定连续犯的意义：将连续犯作为

一罪处理，我国《刑法》第89条、第153条第3款、第263条、

第382条第2款都有规定。这对于准确计算追诉期限，正确解

决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从重处断该类犯罪均是有利的。 P74 

（五）死刑 死刑部分倒数第4段：关于死刑的执行，包含对

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和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关于死

刑执行的程序由刑事诉讼法规定。 P104 （七）战时缓刑的概

念、适用条件及法律后果 战时缓刑的适用条件是： （1）适

用的时间必须是在战时。故在和平时期或非战时条件下，不

能使用此种特殊缓刑。所谓战时，依据《刑法》第451条的规

定，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

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出性爆发力事



件时，以战时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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