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考刑法重点法条解读（42）分则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1100.htm 【重点法条】 第二百六

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相关法条】 《刑法》第210条第2款、224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1999年10月9日《关于办理组

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6条；2000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

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最高

人民法院2002年4月8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

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

第2款。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诈骗罪。即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

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一个最大区别就

在于数额方面，由于行为人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

人信以为真，以致“自愿”将自己所有或持有的财物交给行

为人或放弃自己的财产权。 2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1999年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第6条的规定，组织 和

利用邪教组织以各种欺骗手段，收取他人财物的，依本条诈

骗罪定罪处罚。 3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依本条



诈骗罪定罪处罚。 4应注意划清本条诈骗罪与其他具体诈骗

犯罪的界限(如合同诈骗罪、各种金融诈骗罪)： 诈骗罪与其

他各种具体诈骗犯罪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刑法理论上讲

，它们之间形成一种法条竞合关系，应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重法优于轻法的一般原则处理。 5上述《关于审理扰乱电

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

定了 一种较为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

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较大的，

以诈骗罪论处。 6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一项司法解释

，注意这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行为定性 ，即使用伪造、

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

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条的规定即诈骗罪定罪处罚。

（由于上述司法解释主要是对刑法第375 “伪造、变造、买卖

武装部队证件、印章罪”与“盗窃、抢夺武装部队证件、印

章罪”所作的解释，而该条并非我们复习过程中的重点法条

，故对此司法解释中需要注意的内容在这里点明。） 【重点

法条】 第二百六十七条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 单处罚金；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携

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法条】 《刑法》第263、268～269条；最高人民法

院2002年 7月15日《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抢夺罪，即以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



为。同抢劫罪一样，取得财物都具有当场性和公然性，二者

根本区别在于抢夺不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人身的方法

，而主要是乘被害人不备，突然夺取财物。 2注意抢夺罪转

化为抢劫罪的法定情形：一是本条第2款之规定，携带凶器抢

夺的，转化为 抢劫罪；二是第269条之规定，实施抢夺行为之

后，为抗拒抓捕、窝藏赃物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

者以暴力威胁的，转化为抢劫罪。 3注意对于抢夺过程中产

生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等行为如何处理。根据上述最高

人民 法院的司法解释：“实施抢夺公私财物行为，构成抢夺

罪，同时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构成过失致人重伤

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从刑法理论上讲，这种情形实际上属于想象竞合犯问

题。 4注意区分共同抢夺犯罪与第268条的聚众哄抢罪的界限

。聚众哄抢罪指纠集多人(3人以上 )不使用暴力、胁迫等人身

强制方法，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行为方

式上，聚众哄抢罪的构成侧重于“哄”，即以“哄、闹”，

“哄、吵”为手段，一哄而上进行抢占。再者，聚众哄抢罪

承担刑事责任的只能是聚众哄抢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

这些与抢夺罪共犯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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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