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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1）刑法学 第三编刑法学考试大纲知识和能力的

要求与范围 第一章刑法概述 第一节刑法的概念一、刑法的定

义Ⅰ 刑法的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二、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 

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的各自含义.第二节刑法的属性和特征 一

、刑法的属性刑法的本质属性；刑法的其他属性.二、刑法的

特征刑法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只有的特征：刑法在保护的利

益与调整的对象上其范围比其他法律部门广泛；刑法的任务

以及实现任务的方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刑法的强制力程

度较其他法律的强制力程度严厉得多。第三节刑法的任务一

、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

人所有的财产 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

利 四、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顺利进行第四节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

二、我国刑法规定的二项基个原则 《刑法》第3条、第4条、

第5条规定的二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

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三项基本原则各自在

刑事立法中的体现；三项基本原则各自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第五节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一、刑法的体系 刑法的体系；我

国刑法的体系。二、刑法的解释刑法的解释，刑法的解释按

不同标准的分类，即以解释的效力力标准划分为方法解释、

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以解释的方法为标准划分为文理解释



和论理解释。第六节刑法的效力范围一、刑法的效力范围的

概念 二、刑法的空间效力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概念；解决刑事

管辖权范围问题采取的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

遍管辖原则；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管

辖权和普遍管辖权的基本内容。三、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

时间效力的概念；刑法的时间效力包含的内容，即刑法的生

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和刑法的溯及力；刑法的溯及力的

概念、四种理论主张以及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的刑法溯及力

内 容。对上述第一、二、三节内容要求记忆和理解；对第四

、五、六节内容要求记忆、理解并会运用。第二章犯罪概念 

第一节犯罪的概念一、外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介述外国刑法

中三种类型的犯罪概念，即犯罪的形式概念、犯罪的实质概

念和犯罪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概念。 二、中国刑法中的犯

罪概念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第二节犯罪的基本

特征 我国刑法中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

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

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即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第三节犯罪概念的意义阐述我国刑法

中的犯罪概念既含定性要求又含定量要求，其意义在什么地

方。对上述第一节内容要求了解；对第二节内容要求记忆、

理解并会运用；对第三节内容要求理解。 第三章犯罪构成第

一节犯罪构成的一段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犯罪构成的概

念与犯罪的概念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明确我国

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概念及其所含内容。 二、犯罪构成的共同

要件按照我国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都

必须具备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



观方面这四个共同要件。二、犯罪构成的分类根据犯罪构成

的不同性质和特点，采用不同的标准，对犯罪构成的形式进

行不向的分类，即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标准

的犯罪构成和派生的犯罪构成；简单的犯罪构成和复杂的犯

罪构成；叙述的犯罪构成和空白的犯罪构成。四、研究犯罪

构成的意义 研究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

刑法理论发展的意义。 第二节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 

犯罪客体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内容；犯罪客体在刑法条文中

的体现：研究犯罪客体的意义。 二、犯罪客体的种类根据犯

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范围的不同，可以将犯罪客体分为一般

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接客体．明确每一类客体的含义、作

用.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明确犯罪客体、犯罪对象两个

概念包含的内容；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之间互相联系和区别

的两个方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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