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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量刑原则方面，注意第63条第2款关于“法外减轻处罚”

的程序性规定，即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才可以在没

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适用减轻处罚。 从宽处罚情节

1．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 （1）防卫过当（20条）（2）避

险过当（21条）（3）犯罪中止（24条）（4）自首后又有重

大立功的（68条第2款）（5）胁从犯（28条） 2．应当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 从犯（27条第2款） 3．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的 已满14不满18岁的人犯罪（17条第3款） 4．可以免

除处罚的 （1）犯罪较轻而且自首（67条）（2）非法种植毒

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351条第3款） 5．可以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的 （1）在国外犯罪，虽然受本法追究，但在外

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10条）首先考虑的是免除，其次才

是减轻，这一点即选择的倾向上与后面几点不同。（2）有重

大立功的（68条）（3）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向公司企业人员

行贿行为的（164条第3款）（4）个人贪污或者受贿数额

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

（383条）（5）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

为的（390条第2款）（6）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介绍贿赂行为

的（392条第2款） 6．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 （1）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19条）（2）犯罪预备（22条）

7．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 （1）尚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或

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18条第3款）（2）犯罪未遂



（23条第2款）（3）被教唆的人没有犯教唆之罪的，即教唆

未遂的（29条第2款）（4）犯罪后自首的（67条）（5）犯罪

后有立功表现的（68条第1款） 从严处罚情节 总则部分总则

性仅仅有两个，但十分重要：一是教唆不满18岁的人犯罪

（29条第1款）；二是累犯（第65条）。 例：2 下列关于从重

处罚的表述哪些是正确的？（2005年卷二第54题，多选）【

答案】CD A．从重处罚是指应当在犯罪所适用刑罚幅度的中

线以上判处 B．从重处罚是在法定刑以上判处刑罚 C．从重

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 D．从重处罚不一定

判处法定最高刑 一、累犯制度（65条66条） 1、累犯的构成

条件：①主观条件，前后两罪都是故意犯罪；②刑度条件，

前后两罪都是或者应当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③时间

条件，后罪发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之内；其

中，关于累犯成立的时间条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者如果

前罪因适用假释而执行完毕的，5年的期间应当从假释期满之

日起计算而非假释之日；二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9月25

日《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之

规定：在1997年9月30日前所犯之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

完毕或者赦免，在1997年10月1日之后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新刑法65条的规定，

这表明，前后两罪跨越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实施之际的，是

否构成累犯的时间条件是5年而非3年； 2、特殊累犯（特别累

犯）的问题特殊点在于：一是罪行的特殊性；二是相对于一

般累犯而言，没有刑度与时间的限制； 3、累犯的法律后果

：一，应当从重处罚；二，不能适用缓刑；三，不能适用假

释。 特别再犯 特别再犯制度（第356条，该制度同累犯有许



多相似之处，如都导致从重处罚的法律后果，但其前罪仅限

于走私、制造、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罪这五种犯罪行

为，而后罪则范围至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所有的毒品犯罪

，而且中间没有时间的间隔要求、前后罪的法定刑也没有特

殊要求）。 二、自首制度（67条） 1、自首的构成条件：（1

）自动投案及其理解：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之下

；（2）如实供述罪行极其理解。如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

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则仍视为自首； 2、特殊自首（特别

自首）的问题特殊点：一方面在于主体必须是依法被采取强

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等（可以扩

大解释到正在被行政拘留的人）三种人，因其人身已经处于

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故不存在“自动投案”问题；另一方

面在于犯罪分子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司法

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即自己实施的而司法机关尚

未掌握或者不知道、不了解的罪行以及其所供述的罪行在犯

罪性质或罪名上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不同。如果其供

述的罪行与已被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的，虽然可以酌情从轻，

但不属于自首； 3、自首的法律后果（与后面的立功制度一

起比较、分析） 三、立功制度（68条） 1、一般立功与重大

立功：重大立功的标准，应当以因行为人立功表现（检举、

揭发、提供线索、协助抓捕、阻止犯罪）而得以惩罚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该案件在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为标准； 2、

共同犯罪中的自首与立功问题 3、立功的法律后果：同自首

一样，具有层次性或等级性： 第一等级：一般自首或者一般



立功 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第二等级：犯罪较轻又自首或者重

大立功 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免除处罚 第三等级：自首并且重

大立功 应当减轻、免除处罚 例：甲和乙共同入户抢劫并致人

死亡后分头逃跑，后甲因犯强奸罪被抓获归案。在羁押期间

，甲向公安人员供述了自己和乙共同所犯的抢劫罪行，并提

供了乙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关押在另一城市的看守所的有关情

况，使乙所犯的抢劫罪受到刑事追究。对于本案，下列哪一

选项是正确的？ (2006年卷二第6题，单选) 【答案】D A．甲

的行为属于坦白，但不成立特别自首 B．甲的行为成立特别

自首，但不成立立功 C．甲的行为成立特别自首和立功，但

不成立重大立功 D．甲的行为成立特别自首和重大立功 四、

数罪并罚制度（69条71条） 1、并罚的原则：并科原则、吸收

原则、限制加重原则、折中原则 2、并罚的具体运用：漏罪

并罚先并之后再减去已执行过的刑期，从而确定出此时（即

发现漏罪而进行并罚时）仍须执行刑罚或刑期幅度；★★新

罪并罚先减去已经执行过的刑期，再用余刑与新罪之刑进行

并罚，得出的结果就是此时（即因犯新罪而进行并罚时）仍

须执行的刑罚或刑期幅度。该规则设计的意义在于对新罪并

罚结果体现出对犯罪分子更为严厉性：常常使其执行刑（合

并刑）最低起点较高，并且有可能使其实际被执行的刑期超

过20年。 例1：（1）如某甲因为A罪而被法院判决有期徒

刑10年，在执行了5年之后发现其还有漏罪B罪，B罪依据法律

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某甲还需要被执行多少年徒刑？ 答：

漏罪并罚：先并后减。 （10并8）5=（10~18）5=（5~13） 即

某甲还需要被执行5~13年。 （2）如某甲因为A罪而被法院判

决有期徒刑10年，在执行了5年之后发现其又有新罪C罪，C



罪依据法律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某甲还需要被执行多少年徒

刑？ 答：新罪并罚：先减后并。 （105）并8=5并8=（8~13） 

某甲还需被执行8~13年。 （3）某甲因为A罪而被法院判决有

期徒刑10年，在执行了5年之后发现其还有漏罪B罪， B罪依

据法律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同时发现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新

罪C罪，C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问某甲还需要被执行多少

年徒刑？ 答：新漏罪同时并罚：先漏罪并罚再新罪并罚。 10

并8=（10~18）⋯⋯⋯⋯⋯⋯⋯⋯.(漏罪并罚以后的宣告刑)

[(10~18)5]并8=（5~13）并8⋯⋯⋯(集合与具体的数字并罚)

=(8~13)~(13~20)⋯⋯⋯⋯⋯⋯⋯..(结果是集合的所有数字与

具体的数字并罚，并且遵循限制加重的原则) 即某甲还需要执

行的刑期最短8年，最长20年。 那么某甲实际执行的行期是最

短13年（8 5），最长25年（20 5）。 例2：下列关于数罪并罚

的做法与说法，哪些是错误的？(2002年试卷二39题，多选)【

答案】ABC A．甲犯A、B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7年

，法院决定合并执行18年。甲执行8年后，又犯C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5年。对此，法院应在14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范围内决定合并执行的刑期，然后，减去已经执行的8年刑期

B．乙犯A、B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11年，法院决

定合并执行20年。在执行2年后，法院发现乙在判决宣告以前

还有没有判决的C罪，并就C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样，乙

实际执行的有期徒刑必然超过20年 C．丙犯A、B罪，分别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11年，法院决定合并执行20年；在

执行2年后，丙又犯C罪，法院就C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由于

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不得超过20年，故丙实际上不可能执行C

罪的刑罚 D．丁在判决宣告以前犯有A、B、C、D四罪，但法



院只判决A罪8年、B罪12年有期徒刑，决定合并执行18年有期

徒刑。执行5年后发现C罪与D罪，法院判处C罪5年有期徒刑

、D罪7年有期徒刑。此次并罚的“数刑中的最高刑期”应

是18年，而不是12年 五、缓刑制度（72条77条） 1、缓刑即对

原判刑罚附条件地暂缓执行（不执行）。其适用的条件：（1

）对象条件：原判刑期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2）根本性条件：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使用缓

刑不至于危害社会；（3）限制性条件：犯罪分子不得是累犯

； 2、缓刑的考验期：有期徒刑缓刑的考验期：原判刑期≤

考验期限≤5年（但同时不少于1年）； 拘役缓刑的考验期：

原判刑期≤考验期限≤1年（但同时不少于2个月）； 3、缓刑

犯的考察（即缓刑犯所应遵守的法定义务）：同下面要讲的

假释作比较 4、缓刑的法律后果： （1）成功的缓刑（涉及另

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累犯的前提）； （2）失败的缓刑被撤

销的缓刑：三种情形以及处理方式：①严重犯规，★②发现

漏罪，★★③又犯新罪。（注意只要在考验期限内犯新罪，

不论是否是在考验期限内被发现，都应撤销缓刑，但发现的

新罪是否应处罚(这是并罚的前提)，应遵循87条关于追诉时

效的要求。而对于漏罪，应仅限于在考验期内发现的，才可

撤销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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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