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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_E6_9C_AC

_E6_A1_88_E4_B8_AD_E9_c36_170099.htm 2006年2月13日《人

民法院报》理论与实践刊发了林振通同志的《陈某的行为如

何定性》一文。 案情为：刘某携带用报纸包裹的5万元不慎

丢失在公路上。陈某驾驶拖拉机从此路过，发现位于公路另

一侧且已经散开的报纸里有人民币，即减速停车，准备捡拾

。拖拉机靠边停下时，已超过报纸包10米左右。这时，付某

驾驶一辆三轮车驶来，恰好也发现了该报纸里的钱，并立即

停车捡拾。陈某从拖拉机上跳下，见此情景赶忙向付某跑来

，喊道：“那是我（丢）的钱！”付回答说：“你（丢）的

钱我给你拾呢！”对话间，陈已跑到付跟前，一把从付手中

将其拾起来的钱全部夺走，随即弃车离开现场。此情形引起

了附近目睹的姜某的猜疑，遂向公安部门报案，陈某由此案

发。 笔者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 其一，陈

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

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或者将他人的遗

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

。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有三种：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及

埋藏物。就本案而言，由于是刘某将5万元“不慎丢失”可见

该5万元属于遗失物而非遗忘物。遗忘物是财物的所有人或持

有人将所持财物放在某处，因疏忽忘记拿走；遗失物是指失

主丢失的财物，一般不知失落何处，也不易找回。另外，侵

占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合法持有非法侵

占。本案中行为人陈某的占有行为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因



此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排除侵占罪的可能。由此可见本案中陈

某不构成侵占罪。 其二，陈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保管是一

种事实上的支配或者控制，当付某捡到钱的那一刻起，就实

际上已经占有了该5万元，即付某已经对这5万元具有了刑法

上的占有，即对财物具有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支配力的状态

。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

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法律上的支配

，是指行为人虽然没有事实上占有财物，但在法律上对财物

具有支配力。这种事实上的占有或者支配状态是不以行为人

付某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其后陈某使用欺诈的手段使

财物的保管人付某自愿的交付财物，完全是由于陈某诈骗的

结果。至于抢夺罪诚如编者所言“陈某抢与不抢，他本是要

交与他的，”陈某“一把从付手中将其拾起来的钱全部夺走

”的行为完全是诈骗的后续行为，被诈骗所包含的行为。诈

骗罪是指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

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特殊的行为结构或者行为方式：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而实施欺诈行为→致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

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财产权受

到损害。结合本案可见，行为人陈某确实实施了诈骗行为，

但财物的实际占有人付某并没有自愿处分财产的意思，之所

以付某情愿交还财物，完全是由于行为人实施诈骗的结果，

因此陈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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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