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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30250.htm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

共20分） 1．我国刑法关于刑法溯及力问题采取的原则是（ 

）。 A．从新原则 B．从旧原则 C．从新兼从轻原则 D．从旧

兼从轻原则 【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我国刑法溯及力原则。《刑法》第 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

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

，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

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

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

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刑法关于

溯及力问题所采用的原则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本题的

正确答案是D。 2．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是指危害社

会的、依法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的行为，但是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 ）。 A．不认为是犯罪 B．也应当以犯罪论

处 C．可以认定为犯罪也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D．可以判处刑

罚也可以免予刑罚处罚 【答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含义。《刑法》第13

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

、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

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

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

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



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罪。”刑法第13条，是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其

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但书”

的规定，是对犯罪的定量要求。“但书”明确规定符合犯罪

定性描述的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

犯罪”，从而将虽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但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排除出犯罪的范围。所以，本

题的正确答案是A。 【考生注意】刑法第13条“但书”中“

不认为是犯罪”的含义，就是不是犯罪，不构成犯罪，不是

免除处罚。符合“但书”规定的行为根本就不是犯罪，因而

也谈不上刑罚处罚的问题，这是初学刑法学的人常常混淆的

问题。 3．建立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的重要根据是（ ）。 A．

犯罪对象 B．犯罪的同类客体 C．犯罪的一般客体 D．犯罪的

直接客体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刑

法分则犯罪分类的依据。在刑法分则的体系中，犯罪分类是

最重要的内容。我国刑法分则将犯罪分为10类，其主要的分

类依据标准就是犯罪的同类客体。依据同类客体对犯罪进行

分类是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确立的基础，所以，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B。 4．犯罪未遂中的“犯罪未得逞”是指（ ）。 A．犯

罪结果没有发生 B．犯罪行为没有实施完毕 C．犯罪目的没

有达到 D．行为没有具备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 【答案

】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未遂与犯罪既

遂的区分标准。所谓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区分标准，其实

就是犯罪既遂的标准。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判断犯罪既

遂标准是构成要件说，即犯罪实行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犯罪构

成的全部要件。凡符合特定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即为既遂



，否则即为犯罪未遂、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

态，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 5．甲误以失效的农药投毒

杀乙，未发生乙死亡的结果。甲的认识错误属于（ ）。 A．

法律的认识错误 B．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 C．犯罪手段的认

识错误 D．行为差误 【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犯罪手段认识错误的含义。认识错误，分为法律错

误和事实错误两类。法律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

性质有错误认识。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只是对自己

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不正确的认识，但对自己行为及行为所涉

及到的事实情况都没有错误认识。事实错误，是行为人对自

己行为及行为所涉及到的事实情况有错误认识。事实错误，

可以分为目标错误、手段错误、因果关系错误等。从本题所

给出的案情看，甲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没有错误认识，对

行为对象乙也没有错误认识，对自己的投毒行为可能致乙死

亡的因果关系也没有错误认识，所以，本题的ACD选项都是

错误的，甲的认识错误在于对其所采用的手段有认识错误，

这属于手段认识错误，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 6．某甲

贩运假烟，驾车路过一检查站时，被工商部门拦住检查，检

查人员朱某正登车检查时，甲突在发动汽车夺路而逃，朱抓

住汽车把手不放，甲为摆脱朱某，在疾驶后突然急刹车，朱

某被摔在地，头部着地死亡。甲对朱某死亡的心理态度是（ 

）。 A．直接故意 B．间接故意 C．过于自信的过失 D．疏忽

大意的过失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间接故意的含义及其与其他罪过形式的区别。《刑法》第14

条第1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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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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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的上述两条规定，是对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

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4条的规

定，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在间接故意中，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持放任的主

观态度，而在直接故意中，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危害社

会的结果持希望的主观态度。从本题所给出的案情看，甲对

朱某的死亡显然不是出于希望的态度，所以选项A“直接故

意”是错误的。根据刑法第15条的规定，疏忽大意的过失与

其他罪过形式的关键区别在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在认识因素上

，是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没有预见，所以，疏忽大意

的过失又被称为“无认识的过失”，而其他罪过形式在认识

因素上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是有认识的

。在本案中，甲对朱某的死亡结果显然不是没有认识到的，

而是已经预见到的，所以，选项D“疏忽大意的过失”也是

错误的。根据刑法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间接故意与过于

自信的过失的关键区别在于：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意志

因素不同。对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来讲，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危

害结果的发生不仅不存在希望的心理，而且轻信能够避免危

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的本意

的；对于间接故意来讲，行为人虽然也不是希望危害结果的

发生，但却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违

背行为人的本意。在实践中，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

在意志因素上究竟是轻信能够避免还是放任，一个较为行之



有效的方法是，如果行为人在已经认识到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的情况下，他虽然不是希望这个危害结果发生，但又没有采

取任何措施，也不是依靠任何条件去防止它发生，一般就可

以认定其在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心理态度，是

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已经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他为了防止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或

者依靠自己的经验、水平或者当时、当地的条件，自信能够

避免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但是结果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属

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在本案中，甲对自己在疾驶后突然急刹

车致朱某被摔在地并死亡的结果，并未采用任何为防止这一

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措施，并且依靠甲的经验、水平或者当时

、当地的条件，也不可能认为朱某死亡的结果可以被避免，

所以，甲的主观心理态度也不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从案

情看，甲对自己的行为造成朱某死亡的结果很明显是放任的

，即为了摆脱朱某，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朱某死亡的结果

听之任之，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 【考生注意】直接

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等罪过

形式，是法律硕士入学考试中常考的知识点之一，而且还经

常会结合具体案例考查考生的运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因此，考生在复习罪过问题时，不能仅仅机械记

忆，而是应当在正确理解罪过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记忆，只有

如此，才能真正掌握罪过理论。 7．甲乙丙三人共同去盗窃

。甲负责望风，乙入室行窃，丙负责接应转运赃物，甲、乙

、丙三人的共同犯罪属于（ ）。 A．简单的共同犯罪 B．复

杂的共同犯罪 C．必要的共同犯罪 D．有组织的共同犯罪 【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复杂共同犯罪



的含义。根据共同犯罪人之间是否有分工，共同犯罪分为简

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复杂共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

人之间存在着分工的共同犯罪。在复杂共同犯罪中，共同犯

罪人可以根据分工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

在本题中，甲乙丙三人共同盗窃，存在着甲望风、乙入室行

窃、丙接应转运赃物的分工，所以甲乙丙之间构成的共同犯

罪是复杂的共同犯罪。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 8．行为人基于

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

，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犯罪形态叫（ ）。 A．牵连犯

B．吸收犯 C．想象竞合犯 D．异种数罪 【答案】C 【考点分

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想象竞合犯的概念。想象竞合犯

是实质的一罪中的一种具体的罪数形态，是指行为人基于一

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

而触犯两个以上异种罪名的犯罪形态。所以，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C。 9．避险过当的，（ ）。 A．应当从轻处罚 B．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C．可以从轻处罚 D．可以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避险过

当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 1条第2款规定：“紧急避险超过

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这一规定，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

10．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二年期满后减为 15年以

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条件是（ ）。 A．没有故意犯罪 B．

遵守监规 C．确有重大立功表现 D．接受劳动改造 【答案

】C 来源：考试大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死刑

缓期执行期满后的处理。《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



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

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

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根

据这一规定，对于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刑缓期

执行期满后，有三种处理办法：第一，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

，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没有故意

犯罪，是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裁定减为无期徒

刑的实质条件。第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

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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