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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88_86_E5_c36_479886.htm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

罪行规范是对刑法总则所确定的基本原理和制度的落实和体

现。在司法考试中，虽然说总则分则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但从分值或者说出题形式的角度来看，分则可能远甚于总则

。 刑法分则共有１０章，３５０个条文，连同至今已有的多

个刑法修正案，分则近４２０多个罪名。从内容上看，似乎

庞杂繁多，但从司法考试的角度来看，其基本上以刑事司法

实践中常见、多发的刑事案件为原型，因此在复习时还是可

以做到重点分明、层次清晰的。大致可以将刑法分则的重要

性分为这样的三个层次：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七

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以及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这

三章为一个层次，属于一般性了解，熟悉一下法条、知道有

这些罪名然后再对个别重点罪名、重点条款详细掌握就可以

了；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六章“危

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第九章“渎职罪”这三章为一类，属

于比较重要的，主要以掌握法条、熟悉法条为准，可能个别

条款、个别罪名还要重点掌握；剩下的四章即第二章“危害

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

五章“侵犯财产罪”以及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属于重点

部分，而且第四章与第五章可谓重点中的重点，其中的每一

个罪名、每一条款都可谓重点罪名、重点法条。 对分则条文

的复习，注意这样的几个问题： １．罪名问题。分则条文的

理想结构包括罪状、法定刑以及罪名三部分，但我国刑法分



则基本上没有显示出罪名（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所作的司法解释所确定的），鉴于这些罪名的表述又

具有法定性和统一性，所以大家要注意具体罪名的准确表述

，不能按照分则条文的意思自己总结，建议大家一边对照分

则条文，一边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

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的《关于

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法定的罪名标注在所对

应的条款前，这样在以后翻看刑法条文时，这一条到底规定

了什么罪名、有几个罪名、是否为选择性罪名等就一目了然

了。 ２．法定刑问题。对法定刑一般而言是不需要记忆的，

司法考试也没有直接考察法定刑的先例。但对于某些非常重

要的罪名之法定刑如抢劫罪、盗窃罪、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

害罪、贪污受贿罪等法定刑记忆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帮

助你界定这些常见案件的追诉时效，有助于你搞清楚是否为

加重构成，有助于你在分析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时

明确何者为重罪等等。 ３．刑法修正案问题。自１９９７年

刑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对刑法先后作出五次修

订，有五个单行刑法：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关于惩治

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九十条、增加了“骗购外汇罪”；１９９

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刑法修正案（一）》的主要内容是对刑

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

第八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进行了修正；２００１年８

月３１日《刑法修正案（二）》是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

非法占用耕地罪”的修正，将其修订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即刑法保护的对象由原来的耕地扩大至耕地、林地等农



用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刑法修正案（三）》是以

修改和规定恐怖性犯罪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增加了“资助恐

怖活动罪”和“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

恐怖信息罪”，扩大了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对象（增加

了恐怖犯罪活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刑法修正案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将第一百四十五条的生产、

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罪的犯罪形态由原来的危险犯修

改为行为犯、明确了走私废物罪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定刑幅度

、增加了“非法雇用童工罪”和“枉法执行裁判罪”。 ４．

关于刑事立法解释的掌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

，同刑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１９９７年刑法实施以来

，已经有６个立法解释：如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其他依照

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内容的解释；对第二百二十八条等土

地犯罪解释；对第二百九十四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解释

；对第三百一十三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解释；对

第三百八十四条“归个人使用”的解释；对第九章渎职罪主

体的解释等。 ５．刑事司法解释问题。自１９９７年刑法实

施以来，最高司法机关所作的有关刑事司法解释近７０个。

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参照效力，对于刑法条文起了

细化、明确的作用，司法考试中也常常会涉及司法解释的内

容，考察方式既有直接性的又有间接性的，典型的如对盗窃

罪、交通肇事罪、抢劫罪等司法解释的考察。但间接性考察

更多，因为有些司法解释会影响对刑法条文的深入理解。虽

然司法解释很多，但掌握还是有方法有层次的，如同对刑法

分则条文的掌握。从司法考试的角度，可以总结这样的两个

原则：一是看所解释的对象本身是否为重点法条，如对盗窃



罪、交通肇事罪、抢劫罪等重点罪名以及刑法总则条文的司

法解释因解释的对象本身很重要，那么该司法解释也随之显

得重要，对这些重点内容的考察每年都会有而且是从各方面

的考察；二是看司法解释本身的内容，有些司法解释动辄十

几条，其实对司法考试重要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两三条，因为

涉及“定性”即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是否并罚等定罪

的内容是重要的，而仅仅涉及“量刑”的内容如规定有什么

的情节或数额要在什么样的刑罚幅度内处罚等相对而言是不

甚重要的。因为这些规定难以设计试题，也难以要求大家记

清，而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参照的。 ６．法条

竞合问题。刑法分则存在大量的法条竞合现象，甚至存在多

种竞合关系（典型的如渎职罪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

上遵循“特殊法（条）优先于一般法（条）”，如规定诈骗

罪的第二百六十六条相对于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第二百二十四

条、招摇撞骗罪的第二百七十九条而言就是一般法条，而第

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九条则是特殊法条，在签订、履

行合同的过程中用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或用冒充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虽然也完

全构成诈骗罪，但不定诈骗罪而以合同诈骗罪、招摇撞骗罪

论处。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法条竞合适用“重法优先轻法

”，最典型的如根据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第一百

四十条与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竞合关系即适

用“重法优先”而非“特殊法优先”规则。 来源：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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