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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4_B8_8A_E7_c80_160994.htm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对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性质或意义和有关

客观事实情况的错误理解。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关系到对行为

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问题，因而对其加以研究很必要。刑法上

的认识错误在理论上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一、法律认识错误

来源：www.examda.com 法律认识错误，即违法性错误，是指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

，或者应当受到何种处罚的错误认识。法律认识错误通常包

括三种情况：（1）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而行为

人误认为构成犯罪；（2）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上构成犯罪而

行为人误认为不构成犯罪；（3）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构成犯罪

的罪名和应处刑罚轻重存在错误的理解。由于在法律认识错

误中，行为人只是对其行为的法律评价有不正确理解，而对

其行为在事实上的情况仍有正确认识，因此对其行为构成犯

罪与否以及如何追究刑事责任一般并不发生影响 二、事实认

识错误来源：www.examda.com 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主

观上对决定其行为性质及刑事责任的有关事实情况的错误理

解。事实认识错误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客体认识错误

。客体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客观上是否存在被侵犯的客

体发生错误认识。它包括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误认为存

在犯罪客体而实际上不存在，或误认为不存在犯罪客体而实

际上存在，或意图侵犯某种犯罪客体而实际上侵犯了另一种

犯罪客体。客体认识错误通常是由对象认识错误所引起，但



该对象的不同体现了社会关系的不同。因此，客体认识错误

可能影响罪过形式、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甚至可能影响犯罪

的成立。 2、对象认识错误。对象认识错误广义上可以包括

客体认识错误，即对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对象认识错误时必

然发生客体认识错误。为了与客体认识错误区分开来，这里

的对象认识错误公指对同一客体的不同对象之间的误解。因

此，这种对象认识错误又称目的物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不

发生影响。 来源：www.examda.com 3、行为认识错误。行为

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即

行为人对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质与否存在错误理解，如假

想防卫。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可能影响罪过形式，也可能影响

犯罪成立。第二，行为工具（方法）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实

施行为时对使用的工具（方法）产生不正确认识，从而影响

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工具（方法）认识错误可以影响犯罪

成立既遂或未遂，也可以影响成立犯罪或属于意外事件。 4

、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

己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实际联系存在错误认识。一般包

括：第一，未发生某种危害结果，行为人误认为已发生。对

此一般构成犯罪未遂。第二，已发生某种危害结果，行为人

却误认为未发生或误认为不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对此，不

影响成立犯罪既遂。第三，对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实际

发展过程认识错误，对此一般以犯罪既遂论处。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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