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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8_AE_BA_

E6_AD_A3_E5_BD_93_E9_c122_483978.htm 我国刑法第20条规

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的不法

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正当防卫，不负刑

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正当防

卫制度不仅体现了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司法路线，

而且也体现了对合法利益的保护精神；不仅有利于鼓励和保

护公民与不法侵害作斗争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而且有利于树

立和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

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否则会造成新的不法

侵害。因此，实施正当防卫也必须符合一定条件。 （一）必

须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行为。 正当防卫是制止不法侵害，保

护合法利益的行为，理所当然地以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为前

提。因此，现实的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的起因。 “不法侵

害”的“不法”与违法是等同概念，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

括其他违法行为，但又不是泛指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首先，

犯罪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都是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而合法

权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理由禁止公民对其他违法行为

进行正当防卫；有些行为是犯罪行为还是一般违法行为，一

时难以区分，将不法侵害限制在犯罪范围内，不利于公民行

使正当防卫权；刑法使用了“不法”一词，而没有使用“犯

罪”概念，表明对其他违法行为可以进行防卫。其次，并非

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进行防卫，只是对那些具有进攻



性、破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在采取正当防卫可以减轻

或者避免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不宜进行正当防卫。例如：假

冒注册商标罪，贿赂罪等虽然是犯罪行为，却不能对之进行

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不限于故意，而且还包括过失。对于过

失不法侵害，特别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构成的不法侵害，符

合其他条件的，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不法侵害不限于作为

的不法侵害，对于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如果不能由不作为履

行义务，需要进行正当防卫的，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不法

侵害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不法侵害，即达到法定年龄，具有

辩认控制能力的人在罪过或过错心理支配下实施的不法侵害

。对于没有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辩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

人的侵害，不能实施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

，如果并不存在不法侵害，但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

因而进行所谓防卫的，属于假想防卫，假想防卫不是正当防

卫，应按其主观上的罪过进行定罪。 （二）不法侵害必须正

在进行。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使合法权益处于紧迫的被

侵害或威胁之中，才使防卫行为成为保护合法权益的必要手

段。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

。 关于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应以不法侵害

人着手实行不法侵害时为其开始，但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

十分明显、紧迫、待其着手后来不及减轻或避免危害结果时

，也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关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

一般是指合法权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威胁之中，

或者说不法侵害已经不可能侵害或威胁合法利益。具体表现

为以下几种情况：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不法侵害人已经逃

离现场，不法侵害人已经丧失侵害能力或自动中止不法侵害



，不法侵害的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等。但应注意的是，在财产

性违法犯罪中，行为虽已既遂，但在现场还来得及挽回损失

的，应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例如：

抢劫犯使用暴力劫得财物，抢劫罪虽已既遂，但在当场对抢

劫犯予以暴力反击，夺回财物的，应认为是正当防卫。 在不

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时，进行所谓“防卫”的，称

为防卫不适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事前加害，二是事后

加害。防卫不适时，不是正当防卫，一般认为要对该行为根

据主观情况追究刑事责任。 （三）必须具有防卫意识。 正当

防卫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具有防卫意识的才可能成立正

当防卫。防卫意识包括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防识认识，是

指防卫人认识不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意志，是指防

卫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

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

的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偶然防卫都是不具有防卫意识的行为

，不属于正当防卫。 防卫挑拨，是指为了侵害对方，故意引

起对方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正当防卫为借口，给对方造

成侵害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具有防卫意识，是滥用正当防卫

的行为，因而是故意犯罪。 相互斗殴，是指双方以侵害对方

身体的意图而进行相互攻击的行为。由于双方都具有不法侵

害他人的意图，而没有防卫意识，故不属正当防卫。但在斗

殴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能

进行正当防卫：其一，在相互斗殴中，一方求饶或者逃走，

一方继续侵害的，前者出于防卫意识进行正当防卫；其二，

在一般性斗殴中，一方突然使用杀伤力很强的凶器，另一方

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后者可以出于防卫意识进行正当防



卫。 偶然防卫，是指故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巧合了

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主观上没有防卫意织，因而不属于

正当防卫。 （四）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 这是

正当防卫的本质决定的。正当防卫是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

法利益的行为，而不法侵害是由不法侵害人实施的，针对不

法侵害人进行防卫，使不法侵害人不再继续实施侵害，才能

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针对不法侵害人以外的第三者进行防

卫，就不可能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利益。即使在共同犯

罪的情况下，也只能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 针

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针对不法侵害人

的人身进行防卫，二是针对不法侵害人的财产进行防卫，即

当不法侵害人使用自己的财产作为犯罪工具或手段时，如果

能够通过毁损财产达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

，则可以通过损毁财产达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

目的。针对人身、财产以外的利益加以损害的，不可能实现

正当防卫的目的。 对于针对第三者进行所谓防卫的，则应视

不同情况处理。如果故意针对第三者进行所谓防卫的则应作

为故意犯罪处理.如果误认为第三者是不法侵害人而进行所谓

防卫的，则当假想防卫来处理。 （五）必须没有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其中的“必要限度”，应以制止不法

侵害，保护合法权益所必需为标准。是否“必需”应全面分

析案情。一方面要分析双方的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

，在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防卫手段通常是由现场的

客观环境决定的，防卫人往往只能在现场获得最顺手的工具

，不能要求防卫人在现场选择比较缓和的工具。对于防卫强

度应根据各种客观情况，判断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否控



制防卫强度。另一方面还要权衡防卫行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

性质与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即不能为了保护微小权

益而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或者死亡。 所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的“明显”，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第一，轻微超过必

要限度的不能视为“明显”。第二，造成一般损害的，不成

立“明显”，只有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时，才可能是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第三，不存在所谓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但又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第四，对正在进行行凶

、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

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 总之，正当防卫是我国刑事法律中一项重

要的排除犯罪的事由，它的适用条件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

割裂地看待，必须综合考虑，全面分析案情，方能正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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