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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

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

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依

此定义，犯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犯罪构成的主客

观统一性 我国的犯罪构成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任何犯罪

都是在主观罪过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主观罪过产生于对客观

世界的反映，而它产生之后，又在客观上表现为特定的行为

对社会产生危害作用，危害社会的行为等客观情况又成为检

验主观方面的标准。如果主观罪过不通过危害行为等客观要

件表现出来，或者客观行为不是在主观罪过支配下实施的，

均不能成立犯罪。因此犯罪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缺乏

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的客观要件不能成立；缺乏犯罪的客

观要件，犯罪的主观要件也不能成立。犯罪的主、客观要件

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缺一不可，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又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体，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直接体

现并贯彻了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定罪原则。 (二)犯罪构成的

社会危害性 任何一种犯罪，都可以表现出许多事实特征，但

并非每一个事实特征都能成为犯罪的构成的要件。有的案件

可能是侦破犯罪事实的重要线索，或者认定犯罪的证据，但

对确定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并不发生影响，因此不能成为犯罪

的构成要件。实际上，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具有严重社会

危害性，因此犯罪构成实质上是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构成。凡



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事实特征理所当然地必须反映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否则对犯罪的成立是没有意义的。能否

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衡量某一事实特征能否

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客观标准。 (三)犯罪构成的法定性 犯

罪是既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又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所

谓刑事违法性，即指行为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性质

。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构成要件，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刑法总则条文对所有

犯罪共同具备的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作了规定，刑法分则条

文对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作了规定，结合总则与分则的规定

，便能从总体上正确得出我国的犯罪构成具有法定性特征的

结论。 二、犯罪构成的分类 1.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

构成 基本的犯罪构成，指的是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基本形

态规定的犯罪构成。我国刑法分则各条规定的每一具体犯罪

，都是以既遂犯和单独犯为标准的 修正的犯罪构成，指的是

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不同表现形态，

而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修正的

犯罪构成，主要是指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等故意犯罪过

程中几种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和共同犯罪中主犯、从犯、

胁从犯和教唆犯等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

规定在刑法总则当中。 2.完结的犯罪构成和待补充的犯罪构

成 完结的犯罪构成，也称关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完整的

规定了所有的要件的犯罪构成。 待补充的犯罪构成，也称开

放的犯罪构成。 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他要件需要司法

机关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 3.单一的犯罪构成和复杂

的犯罪构成 所谓单纯的犯罪构成， 指的是刑法条文规定的犯



罪构成的诸要件均属单一的犯罪构成。即当刑法规定的犯罪

构成中只含单一客体、单一主体、单一行为、单一罪过形式

时。 三、犯罪构成要件 各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

要件，即犯罪的客体要件、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主体要

件、犯罪的主观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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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