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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一）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的行为，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

其他罪行的行为。（1分）来源：考试大（二）自首制度是依

据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设立的一项刑罚裁量制

度，表明我国刑法在报应的基础上追求刑罚的功利效果，即

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自首从宽原则的实施，预防犯罪

。自首制度有利于瓦解犯罪势力，感召和激励犯罪分子主动

投案、悔过自新，减少犯罪；也有利于司法机关迅速侦破刑

事案件，及时惩治犯罪；还有利于兼顾惩罚犯罪和教育改造

罪犯的刑罚功能，促使罪犯的自我改造更早开始。（2分）来

源：考试大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特别自

首两种。（三）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如下：来源

：考试大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

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

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和个人的控制之下，等

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

为。对自动投案的正确理解是：首先，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

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其次，必须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志

而自动归案。也即犯罪分子的归案，并不是违背犯罪分子本

人的意愿所致。当然，如果并非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主动，



而是在亲友规劝并陪同下归案或亲友主动报案后强送归案的

，也可以认为是自动归案。再次，犯罪分子必须向有关机关

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某一具体而特定的犯罪。最后，犯罪

分子还必须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

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来源

：考试大另外，下列行为不能理解为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后

又逃匿、隐藏的；自动投案并供述罪行后又翻供的；或委托

他人代为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

此正确理解是：首先，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犯罪的事实，

而不能是违法行为或是不道德行为；其次，投案人必须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即按照实际情况彻底供述所实施的罪行。来

源：考试大（四）特别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

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特别自首的成立条件如下：主体条件。

是指成立特别自首的主体必须是三种人：即被采取强制措施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客观条件。必

须如实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五）关于自首

的认定，应注意两点。来源：考试大一个是对于共同犯罪自

首的认定。共同犯罪人必须供述自己的罪行和自己确实了解

的与自己的罪行密切相关的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罪行。另一个

是对于数罪的认定。犯罪分子如实供述自己全部罪行的，成

立全案自首；如实供述所犯异种数罪中的部分罪行的，则就

供述的部分成立自首；若为同种数罪，则应根据供述的程度

具体确定自首成立的范围。 （六）对于过失犯罪，其行为人

的行为人的行为只要符合自首的成立的条件，应认定为自首

。（七）对于自首犯的处罚，我国刑法67条明确规定，可以



从轻或减轻处罚，罪行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来源：考试

大（八）必须正确区分自首和坦白的界限。二者具有某些共

同之处，如都以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犯罪人在归案后都

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犯罪人都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

查和裁判；都是从宽情节等。同时，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

如：自首是在自动归案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而

坦白则是在犯罪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自首

反映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比坦白轻；自首是法定的从宽

情节，而坦白则是酌定的从宽情节，前者的从宽处罚幅度要

大等。二十．论述减刑的条件（15分）减刑是指对被判处管

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在刑罚

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

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来源：考试大根据《

刑法》78条的规定，减刑分为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两种。可

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对象条件和限度条件相同，实质条件则

不同。来源：考试大（一）减刑的对象条件。是指减刑只适

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减刑的范围只受刑罚种类的限制而不受刑期长短和犯罪性

质的限制。死刑缓期执行的减刑，随主刑刑种的性质改变引

起的附加刑的相应改变以及罚金刑的改变，均不属于刑法78

条规定的减刑。（二）减刑的实质条件。可以减刑的实质条

件。是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来源：考试大根据司法解

释，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应当认定为确有悔改表现

。1认罪服法；2认真遵守监规，3接受教育改造；4积极参加

文化、技术学习；5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有下列表



现之一的为有立功表现：1检举、揭发监内外犯罪活动，或者

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2阻止他人犯罪的；3

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4在抢险救灾或

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

突出事迹的。应当减刑的实质条件。是指犯罪分子在刑罚执

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刑法》78条规定，具有下列

表现的条件之一的，构成应当减刑的实质条件。1阻止他人重

大犯罪活动的；2检举监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3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4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

己救人的；5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

现的；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在司法实践中我们

应当准确把握减刑的实质条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对未

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当放宽；2

对罪行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主犯和累犯的减刑，应从严把握；3对老年犯和非自残性的残

疾犯的减刑，应注重悔罪的实际表现。来源：考试大（三）

减刑的限度条件。是指犯罪分子减刑后的最低刑期。根据《

刑法》78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减刑的限度为：减刑以

后的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

少于原判刑期的1/2；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10年；死缓

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又被减刑的，不能少于12年（不

包括死缓2年）。对于与减刑的限度密切相关的诸如减刑的幅

度、减刑的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等问题，都应当根据有关司

法解释严格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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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