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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542734.htm 论述犯罪的基本特征

： 犯罪是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

为。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惩罚

性三大特征。 首先，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 第一，在我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

罪行为危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体现这些社会关

系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征。 第二，具有一定严重程度的社

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揭示了国家将某种行为规定

为犯罪的原因，阐明了犯罪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犯罪的社

会政治本质。 第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

体的。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了具体

的规定。3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表现为

实际的危害结果，有的表现为发生严重危害结果的现实危险

；有的表现为物质性的危害结果，有的表现为精神性的危害

。 第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概念，而是

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统一。5影响犯罪的社

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很多，有行为侵犯的客体，行为的

手段、方法及时间、地点，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行为人的

个人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个人心理状态等。 其次，犯罪是触犯

刑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 第一，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行为不一定都是犯罪行为，只有触犯刑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

行为，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犯罪。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行为没

有违反刑法的规定，不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即使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可能构成犯罪。 第二，我国刑

法中，刑事违法性包括违反《刑法》的规定、单行刑事法规

的规定和行政、经济法律中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款，以及违反

刑法分则性规范的规定和总则性规范的规定。 第三，刑事违

法性是犯罪的基本法律特征，也是划分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

行为的基本界限。 再次，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即具

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

后果。犯罪的概念包括刑罚的要求。我国《刑法》13条将“

应当受刑罚惩罚”这一特征明确写进了犯罪的定义。 总之，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惩罚性是犯罪缺

一不可的基本特征。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

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应受刑罚惩罚性反映了犯罪

与刑罚的关系，揭示了犯罪的法律后果。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决定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而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

罚惩罚性则反过来说明和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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