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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60997.htm 处断的一罪，是指实

质上构成数罪，但因其所具有的特征而被司法机关作为一罪

处断的犯罪形态，它包括连续犯、牵连犯和吸收犯。处断的

一罪与法定的一罪不同，后者是指原来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

数罪，由法律将其明文规定为一罪的犯罪形态。它包括结合

犯和惯犯。 一、连续犯 （一）连续犯的概念 所谓连续犯，是

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

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 （二）连续犯

的构成特征 来源：www.examda.com连续犯的基本构成特征，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连续犯必须基于连续意图支配下的

数个同一犯罪故意，这是构成连续犯的主观要件。连续犯的

这一主观特征的含义如下： （1）行为人的数个犯罪故意必

须同一。 （2）行为人数个性质同一的犯罪故意，必须源于

其连续实施某种犯罪的主观意图（简称连续意图）。 （3）

由于连续意图必须在一系列呈连续状态的犯罪行为开始实行

之前形成，因而，特定连续意图所制约的各个具体犯罪故意

实际都属于预谋故意。 2．连续犯必须实施数个足以单独构

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这是连续犯成立的客观要件之一。 3．

连续犯所构成的数个犯罪之间必须具有连续性。 4．连续犯

所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必须触犯同一罪名。 （三）连续犯的

处断原则 目前，对于连续犯我国一般采取的处断原则是，按

照一罪从重处罚，但是，对于是可以从重处罚还是应当从重

处罚，以及除在法定的幅度内从重处罚之外，是否可以按照



更重的法定刑幅度酌情量刑（即法定刑的升格）等问题，存

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我们认为，对于连续犯应当适用按

一罪从重处罚或按一罪作为加重构成情节处罚的处断原则，

即在对连续犯按一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的前提下，应当

按照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从重处罚或者作为加重构成情节酌

情判处刑罚。 二、牵连犯来源：www.examda.com （一）牵连

犯的概念 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即本罪）

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即他罪）的犯罪形

态。 （二）牵连犯的构成特征 牵连犯的构成要件，表现为以

下几个基本特征： 1．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 2

．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

3．牵连犯所包含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

。所谓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

具有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并相互依存形成

一个有机整体。 4．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

。 （三）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我们认为在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

背景下，对于牵连犯的处断原则应当是：凡刑法分则条款对

特定犯罪的牵连明确规定了相应处断原则的，无论其所规定

的是何种处断原则，均应严格依照刑法分则条款的规定，对

特定犯罪的牵连犯适用相应的原则予以处断。除此之外，对

于其他牵连犯即刑法分则条款未明确规定处断原则的牵连犯

，应当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定罪处刑，不实行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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