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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１日）一、如何认定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一）盗

窃数额，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数额。 

（二）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

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盗窃未遂。盗窃未遂，情

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

等为盗窃目标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 （三）已满十四岁

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惯窃罪或者盗窃数额巨大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并应依法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四）盗窃的公私财物，既指有形财物，也包括电

力、煤气、天然气、重要技术成果等无形财物。 盗用他人长

途电话帐号、码号造成损失，盗窃他人非法所得，数额较大

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五）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

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

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二、如何

认定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

大”？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一般可以３

００－５００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６

００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一

般可以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

地区，可以６０００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可以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元为起

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４００００元为起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

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参照上列数

额，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备案。 （四）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盗窃案件，

盗窃“数额较大”以４００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４０

００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３００００元为起点。

三、如何计算被盗物品的数额？ （一）被盗物品的价格，应

当区别不同情况，根据被告人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

价格，并按照下列核价原则，以人民币分别计算： １、流通

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

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指导价的最高

限价计算。 ２、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前项规定的办法计

算；半成品可根据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所处的阶段，比照成

品价格进行折算。 ３、单位和公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

物品，原则上按购进价计算，但现行市场价高于原购进价的

，按现行市场价的中等价格计算。 ４、农副产品，如粮食、

猪、羊、家禽、鱼等，一律按农贸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

计算。 大牲畜，如牛、马、驴等，一律按大牲畜交易市场同

类同等大牲畜的中等价格计算。 ５、进出口物资、物品，按

本项之１、规定的办法计算。 ６、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

艺品（包括饰品和器皿等），按国有商店零售价计算；国有

商店没有出售的，按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黄金、

白银按国家定价计算。 ７、外币，按照被盗当日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布的外汇卖出价计算。 ８、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的一



般文物（包括古玩、古书画等），按照国有文物商店的一般

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

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按下列方法计算

： １、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

证，不论能否随即兑现，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

、奖金或者奖品等一并计算。股票应按照被盗当日证券交易

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平均价格计算。 ２、记名的有价支

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是票面价值已定并能随

即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

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应按票

面数额（有利息的应包括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

的价值计算。如果是票面价值未定，但能随即兑现的（如已

盖好印章的空白支票等），则以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计算。 

不能随即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

或者将能随即兑现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销

毁或丢弃，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

免实际损失的，不按票面数额计算，可作为量刑考虑的情节

。 （三）同种类的大宗被盗物品，失主以多种价格购进，能

够分清的，应分别计算；难以区分的，可按此类物品的中等

价格计算。 （四）被盗物品在被盗后损坏的，仍按物品被盗

时的原值计算。 被盗物品已被销赃、挥霍，无法追缴或者已

被丢弃、毁灭的，或者几经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一般

应当根据被害人、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

犯罪分子本人的供述，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核价原则

，确定原被盗物品价值。 （五）对已陈旧、残损或者使用过

的被盗物品，应结合作案当时、当地同类物品的价格和被盗



时的残旧程度，由有关部门作价。 （六）残次品，按主管部

门核定的价格计算；废品，按物资回收利用部门的收购价格

计算；假货、劣货，按假、劣货的实际价值计算。 （七）失

主以明显低于被盗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购进的物品，应按

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核价原则计算。 （八）盗窃后的销

赃数额，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

的盗窃数额的，则盗窃数额应按销赃数额计算。 （九）盗窃

违禁品，如毒品、淫秽物品等，按盗窃罪处理的，不计数额

，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十）被盗物品价格不明或者难以确

定的，应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人员核定。受委托

对被盗物品负责核价的单位，核价后应出具鉴定结论，加盖

作价部门的印章，并且由作价人或者估价人签名或者盖章。 

（十一）对于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应累计

其盗窃数额，论罪处罚。对已经处理过的盗窃行为，即使原

处罚偏轻，也不能重新计算其盗窃数额，重复处罚。已满十

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盗窃数额较大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其盗窃数额不应计入满十六岁以后进行的盗窃行为中去。

四、如何看待盗窃案件的情节？ （一）盗窃数额是构成盗窃

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除根据盗窃财物

数额外，还应当根据犯罪的其他具体情节和犯罪分子的认罪

态度、退赃表现等，进行全面分析，正确定罪量刑。 个人盗

窃公私财物虽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具有下列

情节之一的，也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１、多次扒窃作案的； 

２、以破坏性手段盗窃并造成公私财产损失严重的； ３、入

户盗窃多次的； ４、教唆未成年人盗窃的； ５、劳改、劳教

人员在劳改、劳教期间盗窃的； ６、在缓刑、假释考验期限



内或者管制、监外执行期间盗窃的； ７、曾因盗窃被治安处

罚三次以上，或者被劳动教养二次以上，解除教养后二年内

又进行盗窃的； ８、曾因盗窃被免诉、免刑后二年内，或者

因盗窃受过刑罚处罚后三年内又进行盗窃的； ９、盗窃盲、

聋、哑等残疾人、孤老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财物的； １

０、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个人盗

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具有下列

情节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１、初犯、偶犯、已满十

六岁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作案情节轻微的； ２、情节轻微

并主动坦白或者积极退赔的； ３、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４、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甚微的； ５、

盗窃未逐，情节轻微的； ６、其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 （二）在共同盗窃犯罪中，各共犯基于共同的故意，实

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应对共同盗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

后果负责。 １、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盗窃的

总数额依法处罚； ２、对其他共同盗窃犯罪中的主犯，应按

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处罚； ３、对共同盗窃犯罪中

的从犯，应按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适用刑法。数额较大

的，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一

百五十二条。具体量刑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盗窃中的

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照刑法第二十四条第

二款的规定，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４、

共同盗窃犯罪后，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立功、未成年等法定

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可以或者应当依法从轻、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具有坦白或者积极退赃等情节的，

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五、如何认定惯窃罪？ （一）惯窃罪



，是指盗窃已成习性，并以盗窃所得为其挥霍或者生活的主

要来源的犯罪行为。 惯窃罪犯应同时具有盗窃恶习深、连续

作案时间长、犯罪次数多、盗窃数额较大等基本特征。 （二

）具体认定惯窃罪，要以前项规定的基本特征为前提，结合

考虑行为人是否因盗窃罪被处罚过和其他情节。因盗窃罪被

判过有期徒刑，又犯盗窃罪，符合累犯条件的，按累犯从重

处罚；对于曾因盗窃罪或者惯窃罪被判过刑，时隔三年以上

，偶尔又犯盗窃罪的，不应按惯犯或者累犯处理。六、如何

认定盗窃案件的“情节特别严重”以及如何适用刑罚？ （一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盗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１、盗窃财物数额特别巨大；２、盗窃数额接近特别巨大并

具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３、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其

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一般是指，

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盗窃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盗窃银行金库、国家珍贵文物、救灾、救济款物、重要军用

物资的；盗窃他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妨害生产建设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盗窃他人生活、医疗急需款物，造成

严重后果的；因已挥霍等原因，未能退赃，造成失主重大损

失的；破坏性盗窃，后果严重的；引起被害人死亡、精神失

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累犯、惯犯或者多次流窜作案危害

严重的，等等。 （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

盗窃数额接近特别巨大并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法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盗

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七、如何

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一）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



额不大，但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的，或者盗

窃通讯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

定定罪处罚。盗窃通讯设备情节特别严重，罪该判处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或者《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

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以盗窃罪处罚。 （二）盗掘具有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依照《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

罪的补充规定》处理。盗窃其他墓葬，窃取财物数额较大的

，以盗窃罪论处。盗掘其他墓葬情节严重，即使未盗得财物

或者窃取了少量财物的，也应以盗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三）对偷开汽车的，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变卖或者留用的，应定为盗窃罪；为进行其他

犯罪活动，偷开汽车当犯罪工具使用的，可以按其实施的犯

罪从重处罚；在偷开汽车中因过失撞死、撞伤他人或者撞坏

了车辆，又构成其他罪的，应按交通肇事罪与他罪并罚；为

游乐，多次偷开汽车，并将汽车遗弃，严重扰乱工作、生产

秩序，造成严重损失的，可以按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为游

乐，偶尔偷开汽车，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应当责

令赔偿损失。 （四）实施盗窃犯罪，造成公私财物严重毁损

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

重处罚；为掩盖盗窃罪行或者出于报复等动机故意破坏公私

财物的，应以盗窃罪和其他罪实行并罚。八、如何认定窝赃

、销赃罪？ 窝赃、销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

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 （一）认定窝赃、销赃罪的“

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



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

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 （二）窝藏

，既包括提供藏匿赃物的场所，也包括为罪犯转移赃物；代

为销售，既包括把赃物卖给他人，也包括以低价买进、高价

卖出的行为。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也应按销赃罪定罪处

罚。 （三）与盗窃犯罪分子事前通谋，事后对赃物予以窝藏

或者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以盗窃共犯论处。九、如何执

行本《解释》？ （一）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

释》发布前已处理的案件，不再适用本《解释》；尚未处理

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一律适用本《解释》。 （二）本《解

释》发布前有关办理盗窃案件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重

复或者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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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