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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618390.htm 关于牵连犯的注意问题 牵连犯

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犯罪形态在法律上的反映。在法学理论上

，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其手段行为或目的行为

又触犯了其他罪名。 牵连犯具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1.行为

人实施某一犯罪，其犯罪的方法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如

行为人为窃取他人财物而入室盗窃，其入室的行为是为了达

到窃取他人财物目的的手段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的“非法

侵入住宅罪”的罪名。其窃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行为触犯了刑

法规定的“盗窃罪”罪名。 2.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其犯罪

的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比如行为人实施了盗窃枪支

的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的“盗窃枪支罪”。后行为人将盗

窃来的枪支隐匿，其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刑法规定的“非法持

有、私藏枪支”罪。 在司法实践中，有几种情况容易与“牵

连犯”相混淆。 第一种情况：如行为人为了追求非法剥夺某

人生命的目的，采用爆炸、投毒等方法，放任造成不特定多

人的伤亡和公私财产巨大损失的严重后果。对此有人认为，

行为人的犯罪手段触犯了“爆炸罪”或“投毒罪”的罪名，

其目的行为触犯了“杀人罪”罪名，是“牵连犯”。其实，

上述案例不是“牵连犯”，而是“竞合犯”，因为杀人仅是

行为人追求的犯罪目的和实施犯罪的动机，为犯罪目的实现

，实施了一个“爆炸”或“投毒”的行为，无法区分手段行

为与目的行为，不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

，实际是一个罪，不是牵连犯。 第二种情况：如行为人以营



利为目的盗窃铁路枕木出卖，造成运行列车出轨翻车的恶性

事故。有人认为行为人是“牵连犯”，其“盗窃”枕木的目

的行为触犯了“盗窃罪”，其盗窃枕木的结果又触犯了“破

坏交通设施罪”。其实，上述案例也不是“牵连犯”，而是

“竞合犯”，因为，行为人也只是为了实现盗窃的目的实施

了一个行为，其结果触犯了其他罪名，只有犯罪结果而无结

果行为，不存在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相对称应称为原因行

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实际是一个罪，也不是牵连

犯。 第三种情况：行为人为了达到某种犯罪目的，实施了两

个以上行为，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两种性质的犯罪

，但在立法上将数罪合并为一个罪名的，也不是“牵连犯”

，而是“结合犯”。如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

取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行为人劫取他人公私财物

的手段行为就可能包括了以杀人、伤害、投毒、麻醉、捆绑

、拘禁被害人等手段，创造条件，进而实施劫取公私财物的

目的行为。在实施抢劫公私财物的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出于

制服被害人的需要或由于惧怕被害人的挣扎、反抗，也可能

故意实施伤害被害人的行为或由于过失致被害人死亡的。总

之，“抢劫罪”是实际上的数罪，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也存

在牵连关系，但由于立法将数罪合并为一罪处罚，在法学理

论上称之为“结合犯”。 在法学理论上，牵连犯实施的是两

个行为，侵害的是两个权益，触犯的是两个罪名，是实质意

义上的数罪。但在刑罚上，考虑到牵连犯是数罪的一种特殊

形态，在犯罪情节上，与一般的数罪和与单纯的一罪都有明

显的区别，若作为数罪并罚显得过于严厉，如简单按一罪处

罚又失之过宽。所以，牵连犯作为数罪并罚的变例，刑事审



判中一般是按照其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罪从重处罚，即按

一罪采用重罪吸收轻罪“择一重处”原则。“择一重处”原

则对犯罪人的处罚既不失之过轻，也不失之过严，体现了对

犯罪人的刑事处罚“罪刑相适应原则”。另一方面在诉讼程

序上也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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