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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1/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71041.htm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

的规定，犯罪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

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

危害某一社会形态中某种社会关系及其表现出来的利益形式

的属性，在我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危害我

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体现这些社会关系的国家和人

民利益的特征。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

微没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的，国家没有必要规定为犯罪用

刑罚加以制裁，因此，具有一定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犯

罪的本质特征，它揭示了国家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原因

，阐明了犯罪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本质。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国刑法第13

条具体规定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各个方面的表现：（1）对

我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危害；（2）对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3）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

害；（4）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5）对国有财产、劳动

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危害；（6）对公民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危害；（7）对社会秩序包

括治安管理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

民群众生活秩序等的危害；（8）对国家国防利益、军事利益

的危害；（9）对国家机关公务活动秩序和公务活动廉洁性的

危害。一个行为危害上述任一方面的具体社会关系，都必然

构成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害，都



表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来源：www.examda.com 犯罪的社

会危害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表现为实际的危害结果，

有的表现为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现实危险，有的表现为物质

性的危害结构，如侵犯财产的犯罪和侵犯人身的犯罪是对被

害人财产和人身的危害，有的表现为精神性的危害，如刑法

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对被

害人人格、尊严的贬低。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一个纯粹的

事实概念，这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否定的社会政治评价。因

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只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危害，

而且也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的统一。 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

或变量很多，一般主伙，这些因素或变理主要有： 1．行为

侵犯的客体，行为侵犯的客体是指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

关系，这是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首要因素。侵犯的社会

关系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关系越重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

越严重。 2．行为的手段、方法以及时 间、地点，如行为的

手段是否凶狠、残酷、行为是否采用暴力方法、是否使用危

害器具、是否在法律禁止的时 间、地点实施行为等，都与待

业的社会危害性直接相关，甚至会决定社会危害性的有无。

3．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如行为是否造成了现实的危害结果

、造成的危害结果的种类和程度等，这些因素与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及其程度直接相关，在结果中，如果行为没有造成现

实的危害结果，或者造成的危害结果十分轻微，就不能认为

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来源：www.examda.com 4．行为人

的个人情况，如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犯罪责任能力、是否具

有法律规定的特殊身份或特定职责，是初犯还是累犯等。 5



．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行为是出于故意还是出于过失，

有没有经过预谋、是否出于特定的目的、动机是否卑劣等主

观心理因素，直接决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从而制约行

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具有

刑事违法性 从广义上讲，只要行为人有意识地实施了可能对

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损害的行为，就应当认为行为具有

社会危害性，但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一定都是犯罪

行为。其中，只有触犯刑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是现

代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在罪刑法定原则支配下，刑事违法性

是犯罪的基本法律特征。 在我国刑法是，刑事违法不仅是指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规定

，而且也包括违反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单行刑事犯罪法律的

规定和行政、经济法律中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款。同时，不仅

是指违反刑法分则性规范的规定，而且也包括违反刑法总则

性规范的规定。例如，违反刑法总则关于犯罪预备、犯罪未

遂、共同犯罪的规定等。刑事违法性既是犯罪的基本法律特

征，也是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认定一

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只讲社会危害性而不讲刑事违法

性，就会导致罪刑擅断主义。但是，如果只讲刑事违法性而

不讲社会危害性，也会掩盖犯罪的社会政治相质，陷入法律

形式主义中。应当看到，一方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

违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在刑法

上的体现。一个行为一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一般也

就表明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基

本法律特征，体现了刑法的限制和保障机能。只有当一个行

为既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也违反刑法规范，符合



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具有刑事违法性，才能被认定为犯罪

。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任何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实施了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实施了违法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承

担受国家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

犯罪的法律后果。犯罪的概念包含刑罚的要求。我国刑法第

１３条明确地将“应受刑罚惩罚”这一特征写进了犯罪定义

，表明应受刑法惩罚性是我国刑罚规定的犯罪的一个基本特

征。一个行为如果不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则不能认定为犯

罪。 行为应当不应当受刑罚与需要不需要进行刑事惩罚是两

个范畴的问题。应当不应当受刑事惩罚解决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的问题。而需要不需要进行刑事惩罚则是在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受刑事惩罚的前提下，对具体案件的具体行为人是否

实际给予刑事惩罚的问题。 来源：www.examda.com 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缺一不可的

基本特征。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反

映了犯罪与社会的关系，说明了国家将一定行为规定为犯罪

并以刑罚惩罚的理由，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内容。刑事违

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揭示了犯罪与刑法的关系，反映了

罪刑法定原则中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决

定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而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

惩罚性则反过来说明和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们

认为，犯罪的科学、完整和简约的定义应当是“刑法规定应

当受刑罚惩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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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