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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用的损害

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 实行紧急避险应具备以下条件。

起因条件。是指必须有需要避免的危险存在。危险的来源主

要有四种：人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自然灾害；动物的侵

袭；人的生理、病理疾患。如果危险并不存在，不得进行假

想避险。 时间条件。是指危险必须正在发生。也即危险已经

出现而尚未结束。对于上述四种来源的危险，其已经出现和

尚未结束的含义并不相同，应根据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如果

危险尚未发生或尚未结束而进行不适时的避险，若造成重大

损失，应负刑事责任。 对象条件。紧急避险的对象只能是相

对较小的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即通过损害无辜者的合法权益

来保全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通过对不

法权益进行侵害的方式进行，则是正当防卫，而非紧急避险

。 主观条件。即行为人必须有正当的避险意图。也即避险人

对正在发生的危险有明确的认识，并希望以避险手段保护较

大合法权益的心理状态。如果为了保护非法利益，则不属紧

急避险。限制条件。是指紧急避险只能是出于迫不得已。即

危险发生之时，除了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之外，不可能有

其他方法来保全另一合法权益。如果当时还有其他方法，就

不能进行成立紧急避险。否则，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行为

人应承担刑事责任。 限度条件。是指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



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所谓必要限度，是指紧急避险行

为所引起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司法实践中，应从

如下标准掌握“必要限度”： 一般情况下，人身权利大于财

产权利。在人身权利中，生命是最高权利。在财产权利中，

应以财产价值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财产权利的大小。当公共

利益与个人利益不能两全时，应根据权利的性质和内容确定

权利的大小，并非公共利益永远大于个人利益。 特别例外限

制。根据我国《刑法》21条的规定，紧急避险的特别例外条

件是指为了避免本人遭受危险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

、业务上有特定责任的人。对这些人来说，负有同特定危险

做斗争的义务。一旦危险发生，必须积极履行其特定职责，

而不允许以紧急避险为由临阵逃脱，否则，应追究刑事责任

。 此外，我国刑法还将避险人的避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不应有的损害的行为规定为避险过当。防卫过当在客观上避

险人必须实施超过必要限度的避险行为并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在主观上避险人必须对避陷过当行为具有罪过，且只能是

间接故意或过失。对避险过当行为，我国刑法规定必须追究

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最后，紧急避险和正当

防卫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两项特殊的公民权利，其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二者在目的、前提、责任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同

时在危害的来源、行为的对象、行为的限制、限度以及主体

的限制等方面又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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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