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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

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 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相关法条】 第15、22～24条

。【意思分解】1本条规定的是犯罪故意的内容。犯罪故意的

内容或者说构造应当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 是认识因素方面

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有无认识和认识的程度如

何，二是意志因素方面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结果的态度怎样。2

犯罪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其中，直接故意是

第22条～第24条规定的犯罪预 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存在

的前提条件，其他罪过形式（包括间接故意）都不存在这些

未完成犯罪形态问题。间接故意的问题主要在于其与过于自

信过失的区别。3明确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是掌握本条

的关键。二者的区别在于：一者在认识因素 方面，对行为导

致危害结果发生虽然都有认识，但认识的程度不同：直接故

意一般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但也可

以是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间接故意只能

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二者在意志因

素方面，即二者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显然不同：直接

故意是希望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则对危

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即无所谓、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4特定

结果的发生与否，对这两种故意支配下的危害行为定罪是不

同的：对于直接故意而 言，法定的特定结果发生与否是其既



遂的标志，而对间接故意而言，则是成立何种罪行或构成犯

罪与否的标志。如同样是开枪射击他人的行为：如果是出于

直接故意，则不论是否导致他人死亡或受伤，都构成故意杀

人罪（只不过在未死亡的情形下属于故意杀人未遂而已）；

如果是出于放任的间接故意，则定性问题应具体分析：若击

中他人并导致死亡的，成立故意杀人罪；若击中但未导致死

亡而仅是受伤的，则可能成立故意伤害罪，若未击中则不构

成犯罪。【重点法条】第十五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 已经预

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

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相关法条】 第14

、16条。【意思分解】1过失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

条件：一是该行为必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二 是法律明

确规定了该行为应构成犯罪。犯罪过失有两个基本类型，一

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者的区别关键

在于认识因素方面：对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过于自信的过

失已经有所预见（认识），而疏忽大意的过失根本没有预见

（认识）。2掌握过于自信的过失关键在于其与间接故意的区

别：在认识因素方面，二者虽然都预见 到行为发生危害结果

的可能性，但对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转化为现实性，即实际上

发生危害结果的主观估计有所不同：过于自信的过失者主观

上认为由于其自身能力、技术、经验或某些外界条件等，实

施行为时，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会转化为现实性，即对

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客观事实发生了错误认识，而间接故意则

不存在这种错误认识。在意志因素方面，二者对危害结果的

态度是不同的：间接故意者对结果的发生虽然不是积极追求



，但也不反对、不排斥结果的发生，而是听之任之、有意放

任，而过于自信的过失者不仅不追求结果的发生，而且希望

避免结果的发生，即反对、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之所以

实施该危害行为，必然是凭借了一定的自认为能够避免危害

结果发生的因素和条件（如其自身能力、技术、经验、自然

力方面的有利因素或他人预防措施等）。3掌握疏忽大意的过

失关键在于明确其与第16条规定的意外事件的区别。二者虽

然都 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预见，并因此而发生了

这种结果。但二者尚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根据行为人的实

际认识能力和行为时的具体情况，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危害

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也不应当预见（没有注意能力与注

意义务），而疏忽大意的过失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可

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具有注意能力与注意义务），仅

仅是由于其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了未能实际预见。【重点

法条】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 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

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

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

的时候，也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

院2000年2月13日《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 解释》；最

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3月15日《关于执行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意思分解】本条之规定及内涵应

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历年考试或多或少涉及此方面的知

识点，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范围：8种犯罪10种情况(或说8种严重故 意

犯罪)，其中故意伤害罪与强奸罪都包含了两种情况，前者包

括故意致人重伤与故意伤害而致人死亡两种情形，而不包括

轻伤害。后者包括强奸妇女与奸淫幼女两种情形。（注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3月15日所作的《

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奸淫幼女的行为应当

确定的罪名是强奸罪，而非奸淫幼女罪，即取消了奸淫幼女

罪这一罪名，而统一确定为强奸罪。）2注意抢劫罪不仅包括

《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典型的抢劫罪，还包括其他类型的

“准抢劫罪”，如第269条、第267条第2款等规定的抢劫罪

。3注意毒品犯罪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贩卖毒

品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对基本 性质相同、危害程度相等的走

私、制造、运输毒品的行为(《刑法》第347条)则不负刑事责

任。与这一特征极为类似的还有《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几

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仅对放火、爆炸

、投毒负刑事责任，而对决水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的行为则不负刑事责任。4周岁的计算原则，应当以实足

年龄为准，自过生日的第2天起才为已满14周岁或16周岁 。5

本条所列年龄均指实施犯罪行为时（而非犯罪结果出现时）

，犯罪人的实足年龄。6所有的过失犯罪不论危害程度如何，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都不负刑事责任。7对于已满14周

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适用刑罚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

一是应当从轻 或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包括死缓)。8对

于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如何处理，首先考虑责令

其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 教，其次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

府收容教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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