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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2/2021_2022__E5_A6_82_

E4_BD_95_E7_90_86_E8_c67_472426.htm 刑法分则对一些财产

犯罪、经济犯罪，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

要件；此外，许多条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这一要件，但根据

条文对客观行为的描述、刑法条文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都需要“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司法工作人员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刑

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要素，就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事实上，国

内外的刑事立法都表明，构成要件要素分为成文的构成要件

要素与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当某种犯罪明显需要“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根据相关条文明显要求“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时，刑法条文往往会省略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规定。盗窃、诈骗、抢夺等罪就是如此。以金融诈骗罪为

例。刑法分则之所以仅就集资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规定“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因为前者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相混淆，后者容易与贷款纠纷相混淆，而各自的区分关键在

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

罪一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刑法条文省略了关于非法占

有目的的规定。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下主要以盗窃

罪为例进行说明。 犯罪构成要件具有两个方面的机能：一是

划分罪与非罪的机能；二是划分此罪与彼罪的机能。“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同样具有这两个方面的机能。一方面，由于

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盗用行为不成立盗窃罪。例



如，只是擅自将他人的自行车骑走一会然后又返还的，属于

盗用行为；因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不成立盗窃罪。另

一方面，由于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单纯毁坏财物

的行为，也不成立盗窃罪。例如，行为人从位于八层的被害

人家里搬出电脑，然后从七层的楼梯口摔至楼下，导致电脑

毁坏。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将电脑搬出，只是因为碰

到被害人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将电脑摔至楼下的，仍然成立盗

窃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仅仅出于单纯毁坏的故

意而实施上述行为，则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 非法占有的目

的中的“占有”（与作为侵犯财产罪客体的“占有”不同）

与民法上的占有不是等同的概念，也不是仅指事实上的支配

或控制。因为如果将不法占有理解为单纯事实上的支配或者

控制，那么，盗用他人财物时，行为人事实上也支配或者控

制了该财物，于是盗用行为具有不法占有的目的，因而成立

盗窃罪，这便扩大了盗窃罪的处罚范围。又如，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

时，具有支配、使用该资金的目的，但由于准备归还，所以

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如果将非

法占有目的解释为事实上的支配、控制，就无法区分挪用资

金罪与职务侵占罪。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行为人具

有事实上支配或控制他人存款的意图，但由于其准备归还，

所以，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集资诈骗罪则除了事实上

支配、控制他人资金外，还不准备归还，即具有不法所有的

意图，所以不同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将非法占有目

的理解为事实上的支配目的，那么，就不可能区分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可见，只有将非法占有目的理解



为不法所有的目的，才能使这一主观要件具有区分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机能。具体地说，非法占有（不法所有）目

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并

遵从财物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首先，盗窃等罪的

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

自己的所有物的意思。这一要素的机能是，将不值得科处刑

罚的盗用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其次，行为人还具有遵从财

物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这一要素的机能是，将盗

窃等取得财物的犯罪与毁坏财物的犯罪相区别。需要说明的

是，所谓遵从财物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并不要求完全遵

从财物原来的用法，只是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法即可。例

如，为了取暖，将他人衣柜盗走后用于烤火的，也应认为具

有不法所有的目的。显然，这里的“处分”不包括单纯的毁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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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