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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79941.htm １．甲用乙的身份证

向银行存了３０万元。乙知道后偷偷将存单挂失，后将３０

万元取走。对乙应当怎么定性呢？ 答：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按不当得利处理。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侵占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

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交还，数额较大的行为

。侵占罪的犯罪对象限于三种：①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②

他人的遗忘物；③他人的埋藏物。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

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受损害的事实。不当得利的

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得利益和

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

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

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２．事实婚

姻构成重婚，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从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起

被认定为非法同居的是否也构成重婚？ 答：刑法上认为，行

为人前后两次婚姻都是法定婚（即依法定程序登记）的，当

然是典型的重婚罪，如果前一次是法定婚、后一次是事实婚

（即双方以夫妻关系相对待，在较长时间内稳定且同居，对

外也以夫妻自居，即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的），也以重婚

论。如果原来是事实婚，后又依法与别人登记结婚的，不构

成重婚。原因在于：前一个婚姻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因而在

法律上是无效的，不受保护，应以后一个法律婚为准。当然

非法同居是不可能构成重婚罪的。 应当注意：刑法和民法对



事实婚姻的认定有很大的区别。 （１）刑法保护的是合法的

婚姻关系，故对事实婚姻的认定较为宽泛。刑法对事实婚姻

的定义是：双方以夫妻关系相对待，在较长时间内稳定且同

居，对外也以夫妻自居，但没有依法定程序登记，即形成事

实上的婚姻关系。 （２）民法对事实婚姻的认定，多为了财

产的分割和继承等。民法上对事实婚姻的定义是：没有配偶

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

为是夫妻关系，且双方符合我国法定结婚条件的两性结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和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４日颁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５条的规定，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包括下列情况

： ①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５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起

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②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５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后，１９９４年２

月１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前，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

义同居，一方起诉“离婚”的，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③１

９９４年２月１日以后同居，且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实质

条件的，一方或双方在起诉离婚时要先补办婚姻登记手续，

否则按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处理。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这类结

婚登记申请应予办理。 ３．刑法中关于犯罪形态的问题，“

一个人去杀人，因看到‘严打’的标语，就又不敢去了”，

这种情况是预备还是中止？因为此种情况与某人去盗窃看屋

里亮着灯就返回是一个道理，均是预备，我认为这两者均不

符合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可有人认为前者是犯罪中止。到底



应该是哪种犯罪形态？ 答：前者属于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

止，按中止犯处理；后者是犯罪预备。 （１）根据刑法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

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据此，犯罪中止

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犯罪预备阶段或者在犯罪行为还没有

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放弃犯罪；二是在犯罪行为实行终

了的情况下，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犯罪中止的

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

罪过程中；行为人主观上有中止犯罪的决意；行为人客观上

实施了中止犯罪的行为；犯罪中止必须是有效的。 在犯罪过

程中放弃犯罪，是犯罪中止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标志。犯罪过

程是指从犯罪预备开始到着手实行的整个过程，包括犯罪预

备阶段、犯罪实行阶段与犯罪结果发生阶段，不在这些过程

之内实施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中止行为。这是犯罪中止与犯

罪预备、犯罪未遂的重要区别。 犯罪中止的特点在于自觉放

弃犯罪，不使犯罪结果发生。如果犯罪行为一旦既遂，实现

了犯罪预期的结果，也就不存在中止的问题。因此，犯罪分

子只有在实施犯罪预备或者在着手实施犯罪以后，达到既遂

以前，自动停止犯罪，中止才能成立。应当注意的是：第一

，在犯罪既遂以后，再自动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或者返

还原状的，例如：盗窃犯将被盗窃的财物物归原主的行为；

抢劫犯将抢劫所得的财物主动退还给受害人等，都不能作为

自动中止，而只能作为犯罪后的态度，在量刑时予以适当考

虑。也不能把犯罪分子在犯罪未遂后的悔罪表现作为犯罪中

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犯罪过程已经完结，行为人

实施的行为是一种事后行为，而不是事中行为，根据刑法规



定和刑法理论，犯罪中止只能是事中行为。第二，当行为人

产生了犯意，在付诸实施之前因种种原因而打消了犯罪念头

的，这种活动还属于行为人主观心理活动的范畴，尚没有进

入犯罪的过程，所以与犯罪中止无关。 （２）根据刑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犯罪预备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

其特征如下： 一是主观上是为了实行犯罪。从犯罪预备阶段

与犯罪实行阶段的关系来看，这里的“为了犯罪”实际上是

指为了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为了自己实行犯罪（即自

己预备罪）与为了他人实行犯罪（即他人预备罪）。 二是客

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即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

行为。 准备犯罪工具，是指搜集可供实施犯罪利用的各种物

品。 制造犯罪条件，是指为保证实施犯罪而进行的其他准备

活动。为实施犯罪所事先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和行为，都属于

制造犯罪条件。 三是事实上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犯罪预备是

与犯罪实行相对应的概念，在有预谋的犯罪中，行为人总是

先实施犯罪预备，后着手实行犯罪，犯罪预备就是行为人正

在准备工具或制造条件时，或者已经实施完毕预备行为，但

尚未着手实行犯罪之前而被发觉。所以，凡是构成犯罪预备

的犯罪行为，必须是没有进入犯罪实行阶段的行为。 四是未

能着手实行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行为停

留在预备形态一般由以下两种原因引起：其一，如果该原因

是行为人能够控制的原因，如行为人能够接着实行犯罪而没

有实行，主动地放弃了实施实行行为，以至否定已经实施的

预备行为，这种情况属于犯罪中止，即犯罪预备形态的中止

，不再属于犯罪预备。本题中所述“一个人去杀人，因看到



‘严打’的标语，就又不敢去了”，属该种情形。其二，如

果该原因是行为人不能控制的原因，如行为人去盗窃看屋里

亮着灯就返回，行为人为了犯盗窃罪而实施了预备行为（前

往该屋），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屋里亮着灯）而未能开始

着手实施盗窃行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预备行为。 ４．某甲自

商场中偷得电壶一个回家，不曾想因电壶质量有问题，泡茶

时候电壶漏电致使某甲触电身亡。请问：商场或生产者是否

需对某甲的身亡负责？请说明理由及依据。 答：商场或生产

者应否对某甲的身亡承担责任，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１

）产品质量责任，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违反产品质量

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本题中的电壶是甲在商

场偷得的，说明该电壶已投入流通，生产者当然要承担责任

；如果产品存在缺陷是因销售者的过错引起的，则商场应承

担责任；如果商场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

缺陷产品的供货者，商场应承担责任。至于该电壶是某甲偷

的还是买的，与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并无直接

关系。 相关依据是：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

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

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

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

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

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



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

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

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

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

２）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

易爆产品或者其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以上不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据此，根据本题中所述

情形，生产者应负刑事责任；如果销售者对产品质量是明知

的，也应负刑事责任。 ５．请问：按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所

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吗？检察院可以抗诉

吗？ 答：特别程序，是法院审理非民事权益争议案件所适用

的审理程序，具体包括选民资格案件的审理程序，宣告公民

失踪、死亡案件的审理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审理程序，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审理

程序。 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

判决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判决生效后，如果

发现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

纠正生效判决，而只能根据有关人员的申请，由原审法院按

特别程序的规定，撤销原判决，作出新判决。 来源：人民法

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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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