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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021_2022__E8_AF_95_E

8_BF_B0_E7_B2_BE_E7_c25_20588.htm 【摘要】精神分裂症是

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探讨和研究其刑事责任

能力和法律关系的评定，不仅能推动司法实践中各种相关问

题的解决，也能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进而促进我

国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刑事责任能力 法律关

系 评定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于青壮年缓

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障碍及精神活动不协

调。在我国，精神分裂症是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

病，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中约占70%。患者往往受精神症

状的影响支配，常常出现伤害、凶杀、强奸、放火等严重危

害社会的行为，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

涉及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有的因外伤或其它原因而发病，而

涉及法律关系评定问题。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精神分裂

症概述 精神分裂症属于内因性疾病。一般认为，遗传、个性

缺陷等内在病理因素是导致发病的主要原因，而躯体因素、

社会因素等外在因素是诱发原因。 该症患者通常意识清晰、

智能良好，有的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可出现认知功能损害。其

自然病程分持续进行和间断发作两种形式。持续进行者病程

往往迁延不愈，逐渐呈精神衰退状态。间断发作者在病情发

作一段时间后，间隔以缓解期，缓解期精神活动可基本恢复

正常，也可遗留一定的精神症状或精神缺损。但随着复发次

数的增多，部分患者可逐渐出现精神衰退；也有的仅发作一

次，缓解后不再发作且无精神缺损者。 二、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刑事责任能力指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

时，对所实施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辨认能力以及有意

识的控制能力。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且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而对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我国《

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

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造成危害行

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控制能力。据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

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有以下三种分法： （一）无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

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

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且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

直接相关，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或者患者

处于衰退期，精神活动不稳或残余病态观念诱使，可能作出

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在这些情况下，该患者不负刑事责任，

即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

刑法》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

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

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未完

全丧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这些能力有所减弱的，评定为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但作

案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间歇期缓解不全，遗留不

同程度后遗症的。在这些情况下作案，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自

己行为的能力削弱，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三）完

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间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

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

处于间歇期且无任何后遗症状；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病



程完全平息，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

制能力，应评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以上只是刑事责任

能力评定的一般原则，但每个安静都具有特殊性，要具体案

件具体分析，依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精神，首先确定医

学诊断，明确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何种病程阶

段。然后分析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作案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

为的能力的因果关系进行评定。 三、精神分裂症法律关系的

评定 法律关系是指公民涉及的精神损害及相关的问题。精神

损害是人体受机械、理化、生物或心理等致病因素作用后出

现的精神障碍。法律关系的评定将直接关系到对加害人的法

律责任及经济赔偿问题。其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

）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 如果重度颅脑

损伤以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或分裂症样精神病，应评定为重

伤。后果较轻的，可根据实践情况评定为轻伤或轻微伤。需

要注意的是，对颅脑损害所致精神障碍程度评定，一般需由

损失起经过半年以上的观察后方可作出评定。 （二）精神损

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 由于精神损害的特殊性

，在评定只有间接因果关系的案件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根据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伤害后果、过错原

则等具体情况，全面分析，综合评定。如果轻微或轻度颅脑

损伤，或躯体损伤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则可参照《人体轻

微伤的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作出相

应评定。如果精神创伤后出现精神分裂症且两者之间有一定

因果关系，则可评定为轻微伤，但加害人必须承担“一次性

”精神损害赔偿金。 由于法律关系的评定十分复杂，而我国

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只能根据“伤”与“病”的关系，并



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文，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定。 结语 

精神分裂症是典型且高发的精神疾病，同时也是涉及各种法

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有效地探讨和研究精神分裂症及其

刑事责任能力和法律关系等相关问题，不仅能推动我国司法

实践中各种相关问题的解决，也能保障广大公民及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合法利益，更能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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