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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9_83_A8_E9_c25_21201.htm 一、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

是挖掘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秩序，以国

家的名义颁布的关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如何惩罚犯罪的法律

。刑法的基本内容是犯罪的刑罚。 刑法基本原则有以下几项

： (1）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

文不为罪”。 (2）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

等原则的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

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

，都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

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是：犯多大的罪，就应

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

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

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

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

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

刑事责任程度，适应相应轻重的刑罚。 二、犯罪与犯罪构成

1．犯罪 犯罪就是危害社会的，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

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刑法

第十三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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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有三个基本特征：①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这是犯罪的本质特征；②刑事违法性，即必须是

我国刑法明文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③应受到刑罚处罚性，

即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并接受刑罚处罚的行

为。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犯罪概念的总体。

2．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所规定的，符合犯罪概念基

本特征，构成犯罪所必须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即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

要件的总和。 犯罪构成要件为：①犯罪客体；②犯罪客观方

面；③犯罪主体；④犯罪主观方面。 (1）犯罪客体。 犯罪客

体是我国刑法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犯罪

客体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首要因素。 (2）犯罪客观

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上必须

具备的条件。犯罪客观方面主要有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

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犯罪的时间、地点、方

法等。 (3）犯罪主体。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

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自然

人主体是我国刑法中最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犯罪主体。

单位主体则不具有普遍意义，根据刑法规定，单位成为犯罪

主体，以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为限。 自然人犯罪主体，是

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依法应负刑

事责任的自然人。根据人的年龄、精神状况等因素影响刑事

责任能力有无和大小的实际情况，我国刑法将刑事责任能力



分为四种情况： ①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凡年满18周岁、精神

和生理功能健全而智力和知识发展正常的人，都是有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完全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的，应当依

法负全部的刑事责任。 ②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完全无刑事

责任能力，指行为人没有刑法意义上的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

的能力。在我国刑法中，指不满14周岁的人和行为时因精神

疾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这些人实施犯

罪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 ③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仅

对刑法所明确规定的某些严重犯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我国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

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④减轻刑事

责任能力。实施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其刑事责任

因其责任能力减弱而有所减轻，应当或可以从宽处罚或免予

处罚。我国刑法中，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又

聋又哑的人、盲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

力的精神病人，为减轻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4）犯罪主观方

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

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包括罪过（

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因素。罪过

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犯罪的目的只是某

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也称为选择性主观要件。犯

罪动机不是犯罪构成必备的主观要件，它一般不影响定罪，

只影响量刑。 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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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心理



态度。 3．排除犯罪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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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