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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61026.htm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

概念是对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概括，是区分罪与非罪的

根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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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犯罪是严重破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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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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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刑罚关于犯罪的定性描述的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将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

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但又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

排除在犯罪之外。这样从立法上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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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既定性又定量的犯罪概念立法模式可以减少

犯罪数量，降低犯罪率；可以使相当比例的公民免留犯罪污



名劣迹；可以使刑事司法力量集中打击事关国家稳定、社会

发展、公民生命与财产的犯罪活动，避免把有限的刑事司法

力量消耗在对付小偷小摸的琐事上，从而可能使刑事司法发

挥出最佳效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