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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2202.htm 三、不定项选择题，每题所给

的选项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不答、少答或多答

均不得分。本部分８１１００题，每题１分，共２０分。（

一） Ａ为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配备有公务用枪。Ａ在

有配偶??Ｂ女，生活在外地??的情况下，长期与Ｃ女共同生活

，并生有一子??周围群众均认为Ａ与Ｃ为夫妻关系??，为此借

用了Ｄ的３万元现金。Ｄ多次讨债，Ａ无力偿还，于是Ａ将

公务用枪??无子弹??用作借债质押物交给Ｄ，约定Ａ还款时，

Ｄ将枪支归还Ａ。３个月后Ａ仍然未能归还借款，Ｄ便将枪

支送给其外甥Ｅ玩耍。Ｅ在一周后使用该枪支抢劫某银行储

蓄所现金２０余万元。请根据案情回答８１－８３题。 ８１

．关于Ａ与Ｃ女共同生活的行为，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Ａ．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所以，Ａ不成立重婚罪 Ｂ．事实

婚姻是无效的，所以，Ａ不成立重婚罪 Ｃ．Ａ与Ｃ女属于同

居而非事实婚姻，所以，Ａ不成立重婚罪 Ｄ．重婚罪侵犯的

是配偶权，如果Ｂ女同意，则Ａ不成立重婚罪 解析：本题考

查重婚罪构成要件的知识。 重婚罪（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

是指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

婚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犯罪主体包括两种人，一

是重婚者，即已有配偶并且没有解除婚姻关系而又与他人结

婚的人。这里的“有配偶”是指男子有妻、女子有夫，且夫

妻关系处在存续期间。一般认为，这种夫妻关系既包括经过

合法登记结婚而取得的合法夫妻关系，也包括事实上形成的



夫妻关系。二是相婚者，即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人

。这种人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重婚”，但就重婚关系的整

体性而言，则他们的行为在性质上与重婚者的行为完全相同

，故这种人也属于重婚罪的主体。②主观方面是故意。对于

重婚者来讲，这种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自己有配偶而又与

之结婚。如果某人因误认为自己的配偶已经死亡而与第三人

结婚的，则不成立重婚罪。就相婚者而言，这种故意表现为

行为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如果相婚者确实不知道

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也不构成本罪。③客观方面表现

为有配偶而重婚或与已有配偶者结婚的行为。一般而言，重

婚行为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重婚者又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相

婚者与已有配偶之人登记结婚；另一种是重婚者又与第三者

建立事实婚姻或者相婚者与已有配偶之人形成事实婚姻。后

一种情况被称作事实重婚。需要指出的是，在婚姻法上，对

这种非法的事实婚姻是不予承认和保护的。但我国刑法理论

和司法实践一般都认为事实婚姻仍可构成重婚罪。④侵犯的

客体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 本题中Ａ在有配偶的情况下，

长期与Ｃ女共同生活，并生有一子，且周围群众均认为Ａ与

Ｃ为夫妻关系，其行为构成了事实婚姻，主观方面是出于故

意，侵犯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故Ａ的行为构成了重婚罪

。本题中的四个选项均为错误说法。 答案：ＡＢＣＤ ８２．

关于Ａ将枪支质押给Ｄ的行为，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Ａ

．Ａ的行为既不属于非法出租，也不属于非法出借，根据罪

刑法定原则，不成立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 Ｂ．Ａ的行为本

身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故不成立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 Ｃ．

由于枪内无子弹，Ａ的行为不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故不成立



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 Ｄ．对Ａ的行为以滥用职权罪论处较

为合适 解析：本题考查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和滥用职权罪

等犯罪构成要件的知识。 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刑法第一

百二十八条第二款）是指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将依法配备的

公务用枪予以出租、出借的行为或将依法配置的枪支非法出

租、出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犯

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一是被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和被依

法配置枪支的人员；二是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四款规

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②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出于

故意。非法出租公务用枪或配置枪支的，还具有非法牟利的

目的。出租或出借给他人，作何用途如娱乐、打猎等不影响

成立本罪。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要使用枪支进行犯罪活动而

有意将配备或配置给自己的枪支予以出租或出借，则应视案

件情况定所实施犯罪的共犯，不应适用本罪定罪处罚。③客

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出租、出借依

法配备的公务用枪或依法配置的枪支的行为。 滥用职权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超越职权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

务或者故意违法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犯罪主体是国

家工作人员。②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

超越职权或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可能会发生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

种结果发生。③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处理事务，致使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④侵犯的客

体是国家机关对社会公务的正常管理秩序。 本题中Ａ作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配备有公务用枪。其将公务用枪用作

借债质押物交给Ｄ的行为在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

都符合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的构成要件。故本题四个选项

均为错误说法。 答案：ＡＢＣＤ ８３．关于Ｄ的行为，下列

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Ａ．Ｄ的行为仅成立非法持有枪支罪 Ｂ

．Ｄ的行为成立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抢劫罪 Ｃ．Ｄ的行为虽然

不成立抢劫罪，但应对Ｅ抢劫银行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刑

事责任 Ｄ．Ｄ的行为不成立犯罪 解析：本题考查非法持有枪

支罪和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知识。 非法持有枪支罪（刑法第

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是指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

支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具有故

意。②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

枪支的行为。我国枪支管理法规定，国家严格管理枪支，禁

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枪支的配置、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因此，构成本罪，行为人的行为首先必须是违反枪支管理的

规定。“非法持有”是指根据枪支管理规定，没有配枪、用

枪资格的人非法持有枪支，其枪支来源包括偷、抢、买、借

等。③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④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抢

劫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

构成要件是：①侵害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他人的人

身权利；②客观方面表现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

制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③犯罪主体是已满１４周岁，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④主观上除具有抢劫的故意外

，还要求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本题中Ａ将公务用枪用作借

债质押物交给Ｄ，约定Ａ还款时，Ｄ将枪支归还Ａ。此后Ｄ



一直持有该枪支，Ｄ的行为符合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构成要件

。故选项Ｄ说法错误。Ｅ使用枪支抢劫某银行的行为只是由

Ｅ独自实施，Ｄ并没有参与，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Ｄ的

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答案：ＢＣＤ（二） 甲找到在某国有公

司任出纳员的朋友乙，提出向该公司借款５万元用于购买假

币，并许诺出售假币获利后给乙好处费。乙便擅自从自己管

理的公司款项中借给甲５万元。甲拿到５万元后，让丙从外

地购得假币若干，然后在本地出售。出售一部分后，甲便送

给乙２万元好处费。甲后来在出售假币的过程中被公安人员

抓获。甲如实交代了让丙购买假币和自己出售假币的行为，

还主动交代了自己使用面值５０００元的假币购买家电产品

的事实，但未能如实说明购买假币的５万元现金的来源。乙

得知甲被抓后，担心受刑罚处罚，便携带１０万元公款潜逃

外地，后被司法机关抓获归案。请根据上述案情回答８４８

８题。 ８４．关于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犯关系，下列哪些

说法是错误的？ Ａ．甲、乙、丙三人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

的共犯 Ｂ．甲、乙二人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犯 Ｃ．甲

、丙二人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犯 Ｄ．甲单独成立出售

、购买假币罪，乙、丙不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 解析：本题

考查出售、购买假币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共同犯罪成立要件的

知识。 出售、购买假币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是指出售

、购买伪造的货币，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

①犯罪主体是已满１６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但其中购买假币的主体必须不是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②主

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出售、购买伪造的货币行为本身，往往

就足以表明行为人的犯罪故意。③客观方面表现为出售、购



买伪造的货币，数额较大的行为。出售是指有偿转让假币；

购买是指有偿取得假币。数额较大以总面额４０００元为起

点。④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应以符合同一个犯罪构成为前提。共同犯罪的成立

条件是：①必须有二人以上；②必须有共同故意；③必须有

共同行为。 本题中甲购买假币后予以出售，其行为构成出售

、购买假币罪。但甲只是向乙借款，甲、乙二人并没有共同

的犯罪故意，乙向甲借款的行为构成的是挪用公款罪。故首

先选项Ａ、Ｂ为错误说法。甲让丙从外地购得假币若干后在

本地出售，丙的行为在主观上是明知是假币而予以购买、出

售，因此构成出售、购买假币罪，丙与甲具有共同的犯罪故

意，只是分工不同，因此丙与甲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

犯。故选项Ｄ说法错误。四个选项只有Ｃ为正确说法。 答案

：ＡＢＤ ８５．关于挪用公司５万元的行为，下列哪些说法

是错误的？ Ａ．甲唆使乙挪用公司５万元，故甲与乙就挪用

行为成立共同犯罪 Ｂ．甲没有指使、参与策划挪用公司５万

元，故甲与乙就挪用行为不成立共同犯罪 Ｃ．甲明知是挪用

的款项而使用，故甲与乙就挪用行为成立共同犯罪 Ｄ．乙明

知甲欲从事营利活动，却仍然挪用５万元，故即使没有超过

３个月也构成犯罪 解析：本题考查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的知

识。 挪用公款罪（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

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犯

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



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特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的，成立本罪。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

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以

挪用公款罪论处。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

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

定罪处罚。②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并且以在一定时间内非

法使用公款为目的。③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实施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挪用公款

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

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所谓非法活动，主要是指进行走私

、赌博、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这种情况下，不受挪用数额

和期限的限制，即不管时间长短，也不论数额多少，都构成

挪用公款罪。二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

的。所谓营利活动，是指将挪用的公款用于生产、经营、投

资等牟利活动。这种情况，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但没有挪用

期限的限制。在案发前已部分或全部归还本息，可视情节，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轻微的，也可以免除处罚。三是挪

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出三个月未还的。这主要

是指除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和营利活动以外的用途，如

挪用公款用于生活费用、偿还债务、外出旅游等。这种情况

，既要求挪用数额要达到较大，又要求挪用期限超过三个月

未还。“未还”是指案发前未还，如果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

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挪用公

款五万元以上的，超过三个月后，虽然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

息，只要属于依法应予追诉的，仍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



责任，但可视不同情况，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④本罪侵害的

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所有权

，侵害的对象是公款。 本题中在犯罪主体上似乎甲不符合挪

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甲唆使乙挪用公司５万元，则甲

与乙就挪用行为成立共同犯罪。故选项Ａ为正确说法。由此

，与之相反的判断即选项Ｂ为错误说法。甲与乙就挪用行为

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是使用人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

，故选项Ｃ说法错误。选项Ｄ的表述有错误，因为甲的行为

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不是营利活动。 答案：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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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