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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比例较大，是较难的科目之一。难就难在刑法中的知

识点较多并且较难掌握，各个知识点之间容易相互混淆。因

此，要掌握好刑法中的相关内容，必须要抓住各知识点之间

区别的关键，甄别相关知识点的异同。对此，我们可以从历

年司法考试的真题和案例入手，以犯罪中止为例，略作说明

。 从我国历年的司法考试试题来看，犯罪中止基本上属于国

家司法考试的必考知识点之一。在有的年份，犯罪中止的分

值甚至有 2 － 3 分。这说明，犯罪中止是国家司法考试十分

关注的问题。考生掌握犯罪中止问题，重点要掌握的就是犯

罪中止不同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既遂的几个特征，

核心是掌握犯罪中止的“犯罪过程中”和犯罪中止的“自动

”。这两个问题掌握好了，不仅掌握住了犯罪中止问题，而

且掌握住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相关问题。其

次应掌握犯罪中止的有效性等。 1. （ 2003-2-2 ） 甲携带凶器

拦路抢劫，黑夜中遇到乙便实施暴力，乙发现是自己的熟人

甲，便喊甲的名字，甲一听便住手，还向乙道歉说：“对不

起，认错人了。”甲的行为属于下列哪一种情形？（ ） A. 实

行终了的犯罪未遂 B. 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 C. 未实行终了的犯

罪未遂 D. 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 答案： D 解析：这道题考查

的是有关犯罪中止的两个知识点：一是甲的放弃抢劫的行为

是属于“自动放弃”还是属于“被动放弃”；二是甲的行为

是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还是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 甲的行为



是属于“自动放弃”还是属于“被动放弃”决定着甲的行为

是否属于犯罪中止，因为在我国刑法中，法律明确规定犯罪

中止的行为必须是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

果的发生。自动性是犯罪中止的根本属性。至于如何判断行

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自动”，一般采取的标准是“能达目

的而不欲”，即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犯罪

目的但不想实施而放弃。本题中，甲放弃犯罪的原因是因为

乙认出了自己，而这一事实是不足以阻止甲实施自己的行为

，甲之所以不继续实施抢劫，是因为甲不想实施。 判断一个

行为所处的阶段是预备阶段还是实行阶段，划分的标准是行

为是否“着手”，即行为人是否开始实施符合刑法分则规定

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对此，我们必须了解抢劫的构成要

件行为有哪些。按照我国刑法理论，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

属于复合行为，包括暴力、胁迫等手段，还有劫取财物的目

的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任一行为均为实行犯罪。本题中，甲

在放弃抢劫时，已经开始实施暴力了，即已经着手。根据我

国刑法理论，甲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其行为所处的阶段为

实行阶段。 甲的行为属于犯罪中止，并且是发生在抢劫罪的

实行阶段，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D .即甲的行为属于实行阶段的

犯罪中止。 可见，本题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犯罪中止的自动

问题，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犯罪中止的犯罪过程问题，即处

于何种犯罪阶段，这两个问题掌握好了，本题自不成问题。

2 ．（ 2004-2-2 ）药店营业员李某与王某有仇。某日王某之妻

到药店买药为王某治病，李某将一包砒霜混在药中交给王妻

。后李某后悔，于第二天到王家欲取回砒霜，而王某谎称已

服完。李某见王某没有什么异常，就没有将真相告诉王某。



几天后，王某因服用李某提供的砒霜而死亡。李某的行为属

于：（ ） A ．犯罪中止 B ．犯罪既遂 C ．犯罪未遂 D ．犯罪

预备 答案： B 解析：这道题的答案虽然选的是犯罪既遂，其

实考查的知识点仍然是犯罪中止，即中止行为的有效性。 根

据我国刑法第 24 条第 1 款的规定，犯罪中止包括两个类型：

一类是自动放弃犯罪的中止，这一类犯罪中止，只要求行为

人自动放弃犯罪行为的实施即可成立犯罪中止；另一类是自

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中止，这类犯罪中止，行为人

仅仅停止犯罪行为的实施是不够的，行为人的行为要成立犯

罪中止，还要求行为人自动实施有效防止犯罪结果。 本题中

，李某将一包砒霜混在药中交给王妻，其杀人的犯罪行为已

经实施终了，李某要成立犯罪中止，必须例外实施一定的行

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因此，本题中，李某虽然有防止犯罪

结果发生的行为，但并没有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不

具备犯罪中止的有效性要求，王某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中止。

本题中，王某因为服用李某提供的砒霜而死亡，因此李某的

行为属于犯罪既遂。故答案选 B . 考生在理解犯罪中止时，对

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两类不同的犯罪中止，必须掌握他们之间

的不同条件。对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中止，行为人

的行为必须有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才可成立犯罪中止。 3. 

（ 2003-2-42 ） 根据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形态的理论分析，下

列关于犯罪中止的表述哪些是错误的？（ ） A. 甲为杀人而与

李某商量并委托购买毒药，李某果然为其买来了剧毒药品。

但 10 天后甲放弃了杀人意图，将 毒药抛入河中。甲成立犯罪

中止，而李某不应成立犯罪中止。 B. 乙基于杀人的意图对他

人实施暴力，见被害人流血不止而心生怜悯，将其送到医院



，被害人经治疗后仍鉴定为重伤。乙不是犯罪中止。 C. 丙对

仇人王某猛砍 20 刀后离开现场。 2 小时后，丙为寻找、销毁

犯罪工具回到现场，见王某仍然没有死亡，但极其可怜，即

将其送到医院治疗。丙的行为属于犯罪中止。 D. 丁为了杀害

李四而对其投毒，李四服毒后极端痛苦，于是丁将李四送往

医院抢救脱险。经查明，毒物只达到致死量的 50 ％，即使不

送到医院，李四也不会死。丁将被害人送到医院的行为和被

害人的没有死亡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所以丁不能成立犯罪

中止。 答案： 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比较多，选项一

考查的是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选项二考查的是对有效防止

犯罪结果发生中的“犯罪结果”的理解，选项三考查的是对

犯罪过程的理解，选项四考查的是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竞

合问题。 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共同犯罪中实行犯要成立犯罪

中止，只需自己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

即可，而教唆犯、帮助犯要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

罪之外，还必须阻止实行犯放弃犯罪行为或者防止实行犯的

犯罪行为既遂。选项一中，甲作为实行犯自己放弃了犯罪，

可成立犯罪中止，而李某作为帮助犯没有放弃犯罪的意图也

没有实施中止行为，因此不成立犯罪中止，因此选项一的表

述是正确的。 选项二中，虽然乙的行为最终还是导致了重伤

结果的出现，但是由于乙的意图是杀人，实施的也是杀人行

为，杀人的结果是死亡，因此虽然被害人经治疗后仍为重伤

，但毕竟不同于死亡的结果，乙的行为未达既遂，属于犯罪

中止，因此选项二认为乙不是犯罪中止，其表述是错误的。 

选项三中的核心问题是丙的送王某去医院的行为是否仍是“

在犯罪过程中”。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犯罪中止中的“犯罪



过程”指的是在开始实施犯罪行为之后、犯罪呈现结局之前

的过程。选项三中丙在猛砍被害人 20 多刀 2 小时以后，被害

人仍没有死，应该可以认定犯罪已经呈现了结局，即丙的行

为已经属于犯罪未遂。 丙为寻找、销毁犯罪工具回到现场，

其犯罪过程已经结束，丙将被害人送去医院的行为属于犯罪

过程之外的行为，对丙可以从轻处罚，但丙的行为不属于犯

罪中止。因此选项三的表述是错误的。 选项四涉及的其实是

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竞合问题，即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

发生之间客观上不具有因果关系，但是行为人误认为有因果

关系。对这种情况，刑法理论一般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出发

，认为其主观罪过较轻，而承认其行为属于犯罪中止。因此

选项四中丁的行为应该是属于犯罪中止的，选项四的表述是

错误的。 综上，本题中表述错误的选项是选项二、三、四，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CD 。 可见，要正确掌握我国刑法规定

的犯罪中止，仅仅从法条本身去理解还是不够的。考生必须

从实质上对法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才行，对此，关键是要正

确把握犯罪中止的几个特点，即犯罪中止的时空性，即发生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性，即中止行为是行为人自愿实施的；

有效性，即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彻底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彻底地放弃犯罪的实施。除此之外

，对于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竞合等

问题也要有一定的了解。 本题中，周某属于实行犯，其只要

自己中止犯罪即可成立犯罪中止。但这并不意味着王某也能

成立犯罪中止。在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其

效力并不当然及于其他共同犯罪人。因部分犯罪人中止而没

有既遂的，其他共同犯罪人只能成立犯罪预备或者未遂。因



此，王某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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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