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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5_B8_B8_E8_c36_50527.htm 八、正当防卫 [案情] 被

告人:彭某,男,25岁,工人。 1992年7月24日晚8:30,彭某在某市解

放路其家附近,遇见两男青年正在侮辱其女朋友毛某,便上前指

责,遭到一名男青年殴打,被迫还手,在对打时,穿着便衣的民警

朱某路过,未表明其公安人员身份,即抓住彭某的左肩,彭某误

认为是对方的同伙帮凶,便拔出牛角刀对朱的左眼戳了一刀逃

跑,因朱某叫喊,彭某被群众抓住,现拘留。经治疗朱某左眼已

经全瞎,经法医鉴定,属于法定重伤的一种。 [问题] 正当防卫的

成立要件是什么?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彭某的行为属于假想

防卫,防卫过当,应定过失重伤罪。 [法理分析] 根据《刑法》

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就是为了使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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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

不法侵害者采取的制止其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必须具

备的要件为:其一,必须有危害社会的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其

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其三,防卫行为必须是使合法权益免受

不法侵害。其四,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其

五,正当防卫除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外,不能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时,才能成立正当防

卫。 根据正当防卫的基本特征分析此案,我们认为,彭某的行

为确是假想防卫的行为,但是其行为主观上没有罪过,危害结果

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是意外事件。行为人不负刑事

责任,其原因为:首先,彭某的假想防卫具有必然性,因为当民警



朱某在没有表明自己身份的情况下,抓住彭某的左肩,在双方搏

斗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对方人多的情况下,要求彭某判明来者是

民警是不可能的,是属于“对不法侵害人的认识错误导致防卫

第三者”,因此,彭某的行为属于假想防卫。其次,彭某的行为

是意外事件而引起的假想防卫,对其造成损害的后果不负法律

责任。因此,彭某在当时情况下对不法侵害人的认识错误导致

防卫第三者,并不能否定其防卫的假想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

下,不能要求其预见其行为结果的发生。为此,根据《刑法》

第16条之规定,应认为是意外事件。九、紧急避险 [案情] 被告

人:黑某,男,45岁,某客轮船长。 1994年10月1日,某客轮正在新加

坡驶回广州的途中,突然遇到台风,船长凭自己多年航海经验决

定抛弃旅客携带的大量贵重货物(达2百万元人民币),以减轻重

量,保护广大旅客的生命安全。 [问题] 紧急避险的成立要件是

什么?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黑某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不负刑

事责任。 [法理分析] 根据《刑法》第21条的规定,紧急避险就

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

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另一方较小合

法利益的行为。我国的紧急避险不仅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也是

公民道义上的一种义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法律义务。

紧急避险成立的要件具有前提条件和合法性条件。前提条件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是合法利益受到危险的威胁

。所谓危险,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可能立即遭受危害的一种

事实状态。危险的来源主要有大自然的自发力量、动物的自

发性袭击、人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人的生理或疾病的原因等

。其次,必须是正在发生的危险,即实际存在的危险已经发生,

尚未过去,才能实行紧急避险。否则,危险尚未发生或者已经过



去,实行所谓的避险行为,则不是紧急避险,而是避险不适时。

合法性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避险行为必须是为了

使合法利益避免正在发生的危险而实施.其次,必须是危险不能

用其他方法避免.再次,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

的危害。所谓必要限度,即其所造成的损害必须是轻于所要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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