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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2_E5_B9_

B4_E5_9B_BD_c36_482213.htm ８．甲于某日晨在路边捡回一

名弃婴，抚养了３个月后，声称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以３０

００元卖给乙。如何认定甲的行为？ Ａ．甲的行为构成遗弃

罪 Ｂ．甲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 Ｃ．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Ｄ

．甲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解析：本题考查遗弃罪、拐骗儿

童罪、拐卖儿童罪区别的知识。 遗弃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一

条）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本罪侵

害的客体是家庭成员间的平等权利以及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客观方面表现为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应当扶养

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本题中甲与弃婴之间没有扶

养义务而将其出卖，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拐骗儿童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是指采用蒙骗、利诱或者其他方法，

使不满１４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本

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家庭关系与儿童的合法权益；犯罪对象是

不满１４周岁的未成年人；客观上表现为拐骗不满１４周岁

的儿童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

明知是不满１４周岁的未成年人而故意拐骗使之脱离家庭或

者监护人，犯罪目的是为了收养或者供其使唤或奴役。 拐卖

儿童罪（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是指以出卖为目的，实施拐骗

、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行为之一的。本罪侵犯

的客体是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及其他人身权利；客观方面实施

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犯



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且以出卖为目

的。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有相似之处：对象都是不满１

４周岁的儿童，都主要使用蒙骗、利诱手段，但二者又有严

格的区别：拐骗儿童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收养或使唤、

奴役，而拐卖儿童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出卖牟利；拐骗

儿童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家庭关系与儿童的合法权益，拐卖儿

童罪侵犯的是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利。本题中甲所卖的弃婴没

有家庭或者监护人，其扶养弃婴的行为不是为了收养或使唤

、奴役，而是出卖牟利，故甲的行为构成的只能是拐卖儿童

罪而不是拐骗儿童罪。 本题难点是拐骗儿童罪和拐卖儿童罪

的区别。 答案：Ｄ ９．李某系Ａ市建设银行某储蓄所记账员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下午下班时，李某发现本所出纳员

陈某将２万元营业款遗忘在办公桌抽屉内??未锁??。当日下班

后，李某趁所内无人之机，返回所内将该２万元取出，用报

纸包好后藏到自己办公桌下面的垃圾袋中，并用纸箱遮住垃

圾袋。次日上午案发，赃款被他人找出。对此，下列哪一种

说法是正确的？ Ａ．李某的行为属于贪污既遂 Ｂ．李某的行

为属于贪污未遂 Ｃ．李某的行为属于盗窃既遂 Ｄ．李某的行

为属于盗窃未遂 解析：本题考查贪污罪与盗窃罪构成要件及

相互区别的知识。 贪污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是指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

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本罪主体是国

家工作人员；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

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主观方

面只能是故意，还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 盗窃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 贪污罪与盗窃罪的

区别是：①前者除侵犯财产外还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后

者只侵犯了财产；②前者的对象仅限于公共财物，后者的对

象既可以是公共财物，也可以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物；③前

者的行为包括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吞、窃取、骗取及其他手段

，后者的行为分别是特定的窃取、骗取与侵占行为，不存在

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④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后者的主

体为一般主体。本题中李某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是窃取，似乎

符合贪污罪客观方面的特征，但李某所窃取的２万元营业款

并没有利用其记账员的职务便利，因为营业款是出纳员保管

，所以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区别是：盗

窃行为已经使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时，就是既遂。至

于行为人是否最终达到了非法占有并任意处置该财物的目的

，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本题中李某已经将营业款藏到垃圾

袋中，在事实上已经脱离了银行的控制，因此，其行为已经

构成盗窃既遂。 答案：Ｃ １０．税务稽查员甲发现Ａ公司欠

税８０万元，便私下与Ａ公司有关人员联系，要求对方汇１

０万元到自己存折上以了结此事。Ａ公司将１０万元汇到甲

的存折上后，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Ａ公司免交８０万元税

款办理了手续。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Ａ．认定为徇私舞

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从重处罚 Ｂ．认定为受贿罪，从重处

罚 Ｃ．认定为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与受贿罪的竞合，

从一重罪处罚 Ｄ．认定为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与受贿

罪，实行并罚 解析：本题考查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与

受贿罪相互区别的知识。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刑法



第四百零四条）是指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或

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客

观方面表现为徇私舞弊，不征或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

收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犯罪主体是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

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是应征税款，但故意不征或

少征。 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

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

；客观上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 本题还

考查了刑法理论罪数中的想象竞合犯及其处罚。想象竞合犯

是指一个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况，其基本特征一是行为人

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二是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即在构

成要件的评价上，该行为符合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本题中

甲向Ａ公司索要１０万元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Ａ公司免交

８０万元税款办理了手续，索要１０万元这一个行为同时触

犯了受贿罪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两个罪名，应按行

为所触犯的罪名中的一个重罪论处，而不以数罪论处。 答案

：Ｃ １１．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借到Ｍ国探亲的机会滞留

不归。一年后甲受雇于Ｎ国的一个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军事情

报的间谍组织，随后受该组织的指派潜回中国，找到其在某

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战友乙，以１万美元的价格从乙手中购买

了３份军事机密材料。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Ａ．以叛逃

罪论处 Ｂ．以叛逃罪和间谍罪论处 Ｃ．以间谍罪论处 Ｄ．以

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论处 解析：本题考查叛逃罪、非法获取



军事秘密罪和间谍罪相互区别的知识。 叛逃罪（刑法第一百

零九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掌握了国家秘密的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

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行为。本题中甲是借

到Ｍ国探亲的机会滞留不归，而不是在履行公务期间叛逃，

因此不构成本罪。由此可排除选项Ａ、Ｂ。 间谍罪（刑法第

一百一十条）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

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是参加

间谍组织充当间谍；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

在我国进行间谍活动；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本罪在主

观上只能是故意。本题中甲参加了Ｎ国的间谍组织，并接受

组织任务到我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刑法第四百三十一条）是指以窃取、

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的行为。本罪的犯罪主

体必须是军人，这是与间谍罪的重要区别。本题中甲的身份

是国家工作人员，故在犯罪主体要件上即不构成本罪。由此

可排除选项Ｄ。 答案：Ｃ １２．张某乘坐出租车到达目的地

后，故意拿出面值１００元的假币给司机钱某，钱某发现是

假币，便让张某给１０元零钱，张某声称没有零钱，并执意

让钱某找零钱。钱某便将假币退还张某，并说：“算了，我

也不要出租车钱了”。于是，张某对钱某的头部猛击几拳，

还吼道：“你不找钱我就让你死在车里。”钱某只好收下１

００元假币，找给张某９０元人民币。张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 Ａ．使用假币罪 Ｂ．敲诈勒索罪 Ｃ．抢劫罪 Ｄ．强迫交

易罪 解析：本题考查使用假币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强



迫交易罪等相互区别的知识。 使用假币罪（刑法第一百七十

二条）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使用，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数额较大以总面额４０００元为起点，本题中张某使用了１

００元假币，尚未达到数额的规定，因此不构成本罪。 强迫

交易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是指自然人或单位，以暴力

、胁迫手段强迫他人购买商品、强迫他人出卖商品、强迫他

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强迫

交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他人不愿意买卖商品、

不愿意提供或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强迫他人买卖、提供或者

接受；二是强迫他人以非通常方式买卖商品、提供或接受服

务；三是强迫他人以不公平价格买卖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

务。本题中张某只是强迫司机接受假币，而不是强迫司机提

供服务，因此不构成本罪。 敲诈勒索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四

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

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客观方面

表现为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对财产所有者或保管者实施强索

公私财产的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

行为会发生侵害公私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

，还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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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

他人的人身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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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主体是已满１４周

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上除具有抢劫的故意

外，还要求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本题难点是要区分清楚敲



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二者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

可以使用威胁方法，其区别表现在：①抢劫罪只能是以暴力

侵害相威胁，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基本上没有限制；②

抢劫罪只能是当场进行威胁，不可能通过第三者进行威胁，

而敲诈勒索罪既可以当场威胁，也可以通过第三者进行威胁

；③抢劫罪的威胁程度是，如果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威胁

内容（暴力）就当场实现，而敲诈勒索罪表现为如果不满足

行为人的要求，威胁内容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事项或者当场实

现非暴力的伤害；④抢劫罪是当场取得财物，不是事后取得

财物，而敲诈勒索罪既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事后取得财物。 

本题中张某以暴力威胁手段当场用假币从司机手中得到真币

，从其实施暴力的程度、当场取得财物等情形都可以得出其

行为已构成抢劫罪的结论。 答案：Ｃ １３．王华，因涉嫌挪

用资金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王华没有

犯罪行为，经检察委员会讨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下列哪

一种表述是正确的？ Ａ．本案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Ｂ．

人民检察院应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Ｃ．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

诉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不应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Ｄ．人民

检察院应当写出书面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解析：

本题考查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

件如何处理的规定的知识。 解答本题的具体法律依据是《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该条规定：对于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

罪行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故

可排除选项Ａ、Ｂ、Ｃ。 初看起来，本题似乎有些难度，主



要是因为一时不知道题干中所叙述的规定在何处。本题是以

简单案例形式考查了《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最高法院刑诉解释”）中没有规定的内容，可以看

出今后司法考试的出题趋势已经逐渐扩大到以往被忽视不被

视为重点的部门规定。从刑事诉讼法部分的试题难度上看，

题目所考查的知识点几乎全部是对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内容

的直接考查，较深的理论问题较少，这也是司法考试刑事诉

讼法部分命题的特点和规律。 刑事诉讼法的选择题近年来逐

渐多以小案例的形式出现，干扰项的迷惑性加大，涉及的知

识点多为司法解释的细节性规定，故对考生准确掌握法条和

理解、应用法条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除了复习刑

事诉讼法典本身以外，还应留意几个司法解释的内容。司法

解释对某一内容规定得通常比法典详细，更易成为出题者考

查的重点。在分析本套试题过程中，笔者尽量糅合了刑事诉

讼法典与几个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关系，考生在复习时可留

意。 本题同时需要注意该条的其他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

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应

当①书面说明理由；②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③建议公安机

关重新侦查。诸如此类的规定需要考生在复习时整理总结。 

答案：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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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