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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6_80_BB_E8_c45_76379.htm 第十二讲 未完成罪（上

下） 我国刑法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分为三种，这就是犯罪预

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一）犯罪预备 1.案例 1994年6

月7日中午，王强、罗强、王守洪共谋抢劫出租车。为此，三

人共同准备锯齿刀、手术刀、剪刀、尼龙绳、不干胶带等作

案工作，于当晚携带上述工具拦乘一辆出租车，意欲抢劫。

在车上，他们说要去西门车站和九眼桥，引起了司机钟某某

的怀疑。钟将车开至一出租车检查站，将可疑情况报告了公

安人员。公安人员立即将三人捕获。 2.犯罪预备的概念与特

征 刑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已

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 （2）未能着手实行犯罪 （3）未能着

手实行犯罪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3.犯罪预备的处

罚 刑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

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4.案例分析 本案王强等三人

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 （二）犯罪未遂 1.案例 被告人沈某，

男，24岁，某厂工人。被告人因赌博欠债，难以偿还，便图

谋盗窃本厂财务股保险柜里的现金。2月7日晚9时许，被告人

撬开了财务股的房门，但因无法打开小保险柜，未能窃取柜

中现金（数百元）。于是，被告人将小保险柜搬离财务股，

藏在厂内仓库旁的小试验室里，想等待时机再撬开小保险柜

，窃取现金。第二天，财务股的李会计上班后发现办公室被

撬、小保险柜失踪，当即向厂保卫股报案。第三天上午8时15



分，人们在小试验室找到了小保险柜，柜门尚未打开，柜内

人民币也原封未动。 2.犯罪未遂的概念与特征 刑法第23条第1

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犯罪未遂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 （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2）犯罪未得逞 （3）犯罪未得

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3.犯罪未遂的种类 （1）实

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 （2）能犯未遂与不能犯

未遂 4.犯罪未遂的处罚 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5.案例分析 被告人

沈某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 （三）犯罪中止 1.案例 被告人张

某因与邵女恋爱不成而对邵家心存不满，购得“三步倒”鼠

药一包，并趁邵家没人之机翻墙入院，将鼠药投入邵家水缸

后即离去（当日为邵女母亲过生日，除邵女家人外，还有其

他亲戚前来祝寿）。后被告人张某回家后即将投毒一事告知

其姐夫，并随即赶回邵家，此时邵家正准备用水缸中的水淘

米做饭，被告人张某告知邵家投毒一事，并在其姐夫等人帮

助下将水倒掉。 2.犯罪中止的概念与特征 刑法第24条第1款规

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

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中止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 （1）中止的及时性 （2）中止的自动性 （3）中止的有效

性 3.犯罪中止的处罚 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

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 4.案例分析 本案被告人张某的行为符合犯罪中止的特征

，应以犯罪中止论处。 第十三讲 共同犯罪：定罪 （一）案例

案例一 1998年8月6日，某市博物馆因面临洪水威胁，将部分

馆藏文物转移至安全地点。博物馆工作人员成某和范某等人



负责运送，文物搬卸至新地点后，因一时来不及配备安全保

管设施，当晚由成某、范某等人负责看守。当天夜里，成某

悄悄潜入一文物临时堆放房间，窃取了一件馆藏画卷。不料

走出房间时，正碰上范某从另一存放文物的房间出来，并手

持一青铜器，二人均吃一惊，十分尴尬，但立刻明白对方也

是来盗窃文物，于是都未出声，相视一笑后各自离开。以后

二人均未再提起此事。司法机关对文物失窃进行调查，在询

问他们时，二人均称不知情，后经侦查，案件告破。经有关

部门鉴定，青铜器和画卷各估价约10万余元。 案例二 1984

年8月26日晚，吴平骑自行车窜至他所在的六车间，盗得紫

铜240斤，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此时，王文从四车间偷出黄

铜60斤，刚出车间门口，见吴平推自行车过来，就喊住吴平

，把自己偷的铜放在吴平的自行车后架上，二人一起往外运

。走出不远，发现执勤人员，二人将所盗之物抛弃并逃逸。 

（二）共同犯罪的概念 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

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主观上要有共

同犯罪故意，客观上要有共同犯罪行为。 刑法第25条第2款规

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

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三）共同犯

罪的认定 共同犯罪可以区分为正犯与共犯，正犯是指实行犯

，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已有规定。共犯是指组织犯、教唆犯

和帮助犯，其行为在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刑法总则关于共

同犯罪的规定为共犯的定罪提供了法律根据。 1.正犯的定罪

（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单独正犯与共同正犯） 2.组织犯（

犯罪集团） 3.教唆犯 4.帮助犯 （四）案例分析 案例一被告人

成某与范某互相之间不存共同犯罪故意，因而不构成共同犯



罪，而是一种同时犯，应当分别定罪。 案例二被告人吴平与

王文虽然开始没有共同犯罪故意，但在实行犯罪过程中形成

共同犯意并有共同犯罪行为，因而构成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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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