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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250699.htm 刑法总则犯罪论 本部分重在理

解，要看到问题的实质，才不会被各种“白骨精”迷惑。本

部分的知识点主要包括：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四要件；正当防

卫与紧急避险；故意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其联系见

结构图。 第一部分 基本的犯罪构成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

特征、分类、要件，这部分内◆单位犯罪的要件：（1）法律

规定为单位犯罪；（2）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由单位

职工实施。职工不与单位构成共犯。 ◆注意不构成单位犯罪

的：（1）无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合伙企业犯罪的（仅这

种企业要求法人资格）；（2）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

立单位实施犯罪的；（3）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

动的；（4）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

个人私分的。 ◆单位犯罪的处罚，一般采取双罚制，但有例

外。对单位犯罪的责任人，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

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 ◆对于实践中发生的单位

实施的不能构成单位犯罪的案件应该如何处理，并无一个统

一的做法。目前比较明确的有以下四个罪的处理： 1．单位

盗窃案件、抗税案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不能追究

单位的刑事责任，只能按自然人犯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 2．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罪：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容

不会直接考到，但极其重要。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通说：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

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



要件的有机整体。简言之，犯罪构成就是一个行为要构成犯

罪必须具备的要件，是认定犯罪的具体法律标准。 （二）犯

罪构成的特征 1．犯罪构成就是法律规定的犯罪的要件。因

此，它具有法定性。 2．犯罪构成具有主客观统一性。定罪

时一定要兼顾主客观。 （三）犯罪构成的意义 对刑事立法和

司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立法：每个罪的构成要件必

须明确。对于司法：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法律标准。

认定罪与非罪、区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重罪与轻罪

，都需要犯罪构成。 （四）犯罪构成的分类 根据不同标准，

可以对犯罪构成进行不同分类。常用分类：基本的犯罪构成

与修正的犯罪构成。 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分则性条文就单独

的既遂犯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一个合格的犯罪主体、一个犯罪

行为，触犯一个罪名，既遂单独的既遂犯。 修正的犯罪构成

是指总则性条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并对之加以修正而

就共犯、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所规定的犯罪构成。 请

分析戳破他人汽车四个轮胎的行为是否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

。 （五）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犯罪构成要件可以分为具体要

件与共同要件。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是指具体犯罪的成立

必须具备的要件，每一个犯罪都有其具体构成要件。犯罪构

成的共同要件是指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的要件。共同

要件是从具体要件中抽象出来的。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犯

罪构成有四个方面的共同要件，即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

要件、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 二、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体

现犯罪的性质。注意犯罪客体对定罪的重要性。我国刑法的

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据行为损害的客体来给犯罪进行分类、确

定罪名和处罚。例如同样是盗窃，如果盗窃普通财物，构成



盗窃罪；如果盗窃枪支弹药，构成盗窃枪支弹药罪；如果盗

割通信电缆，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如果偷剪国防通信

线路，则构成破坏军事通信罪。 三、犯罪主体 注意：主体不

同能够导致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从轻或从重量刑的不同

。 （一）自然人犯罪主体 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能力是指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与控制能力

。不仅要能辨认，还要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才负完全的刑事责

任。 1．未成年人： A．总表：参见分图示意。（北京安 通

学校提供） B．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该解释中有些内容值得关注。该解释通篇体现了对

未成年人犯罪应“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该解释中

有些解释只是对以前规定的重申，有些则是新出台的。以下

问题是应当注意的： （1）《解释》第四条：对于没有充分

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

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

责任年龄。 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

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

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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