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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受害人表示不追诉并不影响张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相关法条】

枟刑法枠 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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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 　 　情】

张某 ，男 ，２１ 岁 ，待业青年 ，租住在同学李某家中 。

一天张某在翻找东西时发现李某的抽屉未锁 ，里面有 ４０００

元现金 ，他趁没人从中抽取了 １００元 ，李某并没有发现 。张

某得逞后胆子越来越大 ，又分别趁其不注意时拿走了 １０００

元 、 １２００元 。 １０天后李某发现钱少了很多 ，随即报警 ，张

某对李某承认钱是他拿的 ，并予以了偿还 ，李某本人也到公

安机关请求不处理张某 。但法院判决认为张某在主观上有非

法占有的目的 ，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具

有社会危害性 ，判处有期徒刑半年 。

【点 　 　评】

我国刑法上犯罪的概念强调了犯罪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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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属性的统一 。即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具有社会危害

性 ，这是犯罪的社会属性 ；犯罪是依照刑法应当受刑罚处罚

的行为 ，具有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属性 ，这是犯罪的法律属

性 。上述两个方面是犯罪最重要的特征 。刑事诉讼中包括公

诉案件和自诉案件 。自诉案件是指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

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刑事案件 。自诉案件一般包括 ： （１）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

比如侮辱 、诽谤案 、虐待案件等 ； （２） 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

公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 （３） 被害人有证

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 、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

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公诉案件 ，是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中除了自诉案件外

都是公诉案件 。在本案中 ，张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

物的目的 ，客观上实施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因而其行为

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盗窃案属

于公诉案件 ，被害人李某表示不追诉并不影响检察机关对张

某提起公诉 。

２畅他的行为构成直接故意犯罪

【相关法条】

枟刑法枠 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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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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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

【案 　 　情】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份 ，王某在高某承包的工程工地上干活 ，

高应付给王工钱 ３０００ 余元 。王曾多次找高催要工钱 ，高均

未将工钱支付给王 。期间 ，王的妻子从四川老家来信 ，要王

速寄钱回家购买化肥 。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 ，高某托同乡带给王某

一张欠条 ，但未注明支付日期 。 王某认为高不愿付给他工

钱 ，遂生歹念 ，要杀死高某以解心头之恨 。 当天下午 ４ 时

许 ，王某邀约同乡刘某一起到高的住处找高催要工钱 ，路上

他买了一把切菜刀 。见到高某后 ，高说自己现在没钱 ，过一

段时间再给 。王某很气愤 ，即跟上前 ，趁高不备 ，拔出菜刀

朝高的头顶猛砍数刀 。同乡刘某见此情景 ，欲夺王某手中的

菜刀 ，却被王在其左肩部砍了一刀 ，高某趁机得以脱身往室

外逃去 ，王某仍在后面追 。 高某实在跑不动了 ，遂对王某

说 ：“你再砍我 ，我只有死了 。” 后在高的请求下 ，王某解下

鞋带扎在高的左手腕上帮高止血 ，并脱下自己的外套包在高

的头上 ，又扶高到医院救治 。随后 ，王某即到当地公安局投

案自首 。

【点 　 　评】

故意犯罪中的故意 ，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

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

度 。故意又可以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两种 。直接故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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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 。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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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结果的积极追求 ，把他作为自己行为的直接目的 ，并采取

积极的行为为达到目的而努力 。在本案中 ，王某为讨工钱不

成 ，为了泄愤举刀猛砍被害人高某的头部 ，意欲置高某于死

地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实施杀人的过程中 ，在被

害人高某孤立无援无力反抗的情况下 ，王某完全能够继续实

施杀人行为 ，直至把高杀死 。但在高某求告下 ，王某既出于

怜悯 ，也出于悔悟 ，自动放弃了本可继续实施的杀人行为 ，

属于犯罪中止 ，并且又是投案自首 ，依法应对王某减轻

处罚 。

３畅李某杀错了人同样构成犯罪

【相关法条】

枟刑法枠 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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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

【案 　 　情】

２００２年 ，李某与钟某 （女） 开始恋爱 。 此后 ，钟某靠

打工赚钱资助他读完大学 。 ２００４ 年 ，李某大学毕业后继续

攻读硕士研究生 。 ２００７ 年他硕士毕业被分配在北京市的一

家医院工作 。学历与地位的不断提高 ，使得李某深感与往日

女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 而钟某也日益担心男友会弃她而

去 ，另觅新欢 。因此她对于李某与异性朋友的交往十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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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整日忧心忡忡 ，并导致双方争吵不断 。李某对此十分不

满 ，想抛弃女友但又担心舆论的谴责 ，数次心理斗争后 ，产

生将其杀死的恶念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他在医院事先准

备好药物 ，来到钟某和与其一起打工的马某合租的房子 ，李

某趁钟某不注意把药物兑进水杯里 ，并以医院有急事为由离

开 。其后合租的马某急匆匆赶回来 ，通知李某即刻回工厂 ，

她所在的车间出现事故 ，由于口渴马某拿起桌上水杯一饮而

尽 。随即出现中毒症状 ，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

【点 　 　评】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的故意犯罪都是直接故意 ，也有

一些是间接故意 。间接故意 ，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

度 。放任就是听其自然 ，纵容危险结果的发生 ，对危害结果

的发生 ，既不积极追求也不设法避免 。间接故意的这种放任

心理是建立在预见到事物发展客观结局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固

定性的基础上 。行为人只有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 ，也可

能不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 ，才谈得上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

可以说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是两种不同的主观心理状态 ，表

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不同 ，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

不同 ，一般来说前者大于后者 ，这在量刑上是应该考虑的 。

在本案中 ，李某想投毒杀害钟某 ，并在水杯中投毒 ，这就对

和李某同住一室的马某可能被毒死的这种危害结果采取了放

任的态度 ，最终结果也是毒死了马某 ，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

故意杀人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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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畅打人一巴掌 ，被判 ５年刑

【相关法条】

枟刑法枠 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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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失犯

罪 ，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

【案 　 　情】

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１６日下午 １点多 ，韩某观看侯某与他人下

棋 ，他认为侯某的一步棋走得太臭 ，就在旁边支招 ，而侯某

很反感在下棋过程中旁边有人打断 ，双方发生了争吵 。在争

吵过程中韩某打了侯某一巴掌 ，侯某倒地昏迷 ，韩某拨打

１２０ 将其送医院治疗 ，后于 ８ 月 ２５ 日出院在家中医治 ，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２３日经医治无效死亡 。经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

验鉴定 ，侯某系身患高血压 、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 ，因被他

人击伤头部后 ，情绪激动诱发脑出血并发肺部感染等多功能

脏器衰竭 ，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韩某有

期徒刑 ５年 。

【点 　 　评】

过失是指行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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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避免的心理态度 。过失是主体对自己过失行为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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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心理态度 ，这种心理态度表现为违反结果注意义务而

缺乏对结果的预见 ，或者违反结果避免义务而轻信能够避免

结果发生 。过失行为与过失的心理态度具有同时性和关联

性 ，它们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在本案中韩某

的行为是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还是过失致人死亡呢 ？故意

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 ，在客观上两者相同之处是都

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 ，主观上都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

意 。两者区别的关键在于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 ，行为人主

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 ，但对死亡结果是过失 ；而过失致人死

亡的行为人只对死亡结果有过失 ，主观上并无伤害的故意 。

韩某用巴掌打击侯某 ，可看出其并没有要故意伤害被害人的

意思 ，只是一种殴打行为 ，只能造成被害人暂时性疼痛 ，但

不损害人体健康 ，不是伤害罪意义上的对人体健康的损害 。

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是指损害他人肢体 、器官 、组织完整和

正常机能的行为 ，所以韩某应是过失致人死亡 。

５畅同样是电死人 ，为啥结果差别大 ？

【案例一】

甲 、乙二人住在太行山区 ，当地野猪危害庄稼的情况非

常严重 。他们听说邻县有使用 “电猫” 来防卫野猪的 ，效果

很好 。他们就去观摩取经 ，并买回来一台 。二人安装好 “电

猫” 后 ，并在野猪可能出没的山上拉上裸电线 ，距地面 ５０

厘米 。在裸线通过的路口上均设置了警告牌 ，并告知通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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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晚 ８点开电 ，早 ６点收电 。一天夜里村民马某去盗

伐林木 ，于早 ５点 ３０ 分在他们架设 “电猫” 的地方因触电

死亡 。

【案例二】

丙 、丁两人承包了村里的鱼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

鱼塘里的鱼经常被偷 。眼见几年的劳动成果被别人无偿享

有 ，他们非常生气 ，就想找一个办法来防止偷盗 。后来他们

认为干脆架设一个电网 ，谁再来偷鱼就电死他 。反正偷盗行

为本身就是犯罪 ，这也是我们迫不得已的防卫 ，然后就悄悄

在鱼塘的四周拉上了电网 。一天晚上村里的刘某趁天黑来偷

鱼 ，被电死在鱼塘边 。

【点 　 　评】

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的区

别 。它们都是行为人预见到了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

结果 ，而且行为人都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区别在于 ：过

于自信的过失不仅不希望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而且希望并

相信自己能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 。而间接故意则是采取放任

的态度 ，既不追求也不设法避免 ，纵容结果的发生 。上述这

两个案件都是以架电线的方式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 ，但在犯

罪的主观方面这两起案件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一个案例中 ，

甲 、乙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

经预见到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但轻信能够避

免的心理态度 。甲 、乙两人在架设电网后 ，设置警告牌并告

知通电时间 ，说明他们已经预见到可能对他人会造成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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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轻信能够避免 ，在主观上行为人是不希望电死别人的 ，也

就是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甲 、乙的行为属于过失杀

人 。第二个案例中 ，丙 、丁在主观上则属于间接故意 。间接

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 ，并且

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丙 、丁两人在架设电网时 ，

并不考虑是否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客观上也不采取行

动来避免结果的发生 ，他们在主观上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

因此丙 、丁的行为在主观上构成间接故意 ，构成故意杀人罪 。

６畅祸从口出 ，言论也能构成犯罪

【案 　 　情】

潘某 ，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中学任初二班级的班

主任老师 。她看到她所带班级的男生女生接触频繁 ，就在班

会上三令五申地说 ，男女生不得在课下接触耽误学习 ，否则

将向家长和校长汇报 。一天她从学校收发室经过时 ，发现有

班上学生张某的几封来信 ，信封上写有 “地址内详” ，当即

怀疑张某是在谈恋爱 ，就把几封信全部拿走 。当晚 ，潘某将

几封信全部拆阅 ，发现确实是一位男生写给张某的求爱信 。

第二天 ，潘某将此事报告了校长和张某的家长 ，并且在全班

班会上对张某进行了点名批评 ，说她小小年纪 ，不思进取 ，

乱谈恋爱 ，有伤风化 ，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张某当众受

辱 ，精神压力很大 ，诱发精神病 ，被迫辍学 。张某的家人向

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某构成侮辱罪 ，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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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 １０个月 。

【点 　 　评】

很多人认为 ，我国法律中规定言论自由 ， 枟刑法枠 中也

仅规定了行为犯罪 ，而没有规定思想犯罪 ，因此言论不能构

成犯罪 。这是混淆了言论和思想之间的区别 。单纯的思想不

具备社会危害性 ，不能构成犯罪 ，但言论不同于思想 ，言论

是思想的表现方式之一 。我国 枟刑法枠 中规定的煽动分裂国

家罪 ，以造谣 、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等犯罪 ，其犯罪形式就是行为人通过言论表现

出来的 。另外 ，刑法中的诽谤罪和侮辱罪等 ，行为人也可能

采用言论或其他形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上述规

定中的这些言论 ，已超过思想活动的范围 ，属于危害社会的

特定行为 ，行为人当然要负法律责任 。在本案中 ，潘某为了

管教学生 ，私拆信件 ，而后将信件内容加以宣扬 ，并在全班

同学面前当众说张某不是一个好东西 ，使年仅十几岁尚未成

年的张某在人格上受到很大伤害 。从主观上讲 ，潘某有贬低张

某人格的故意 ，这一点从其话语中可以看出 ，从客观上看 ，潘

某有贬低张某人格的行为 ，而且造成张某精神失常的严重后果 ，

已经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所以 ，潘某的行为构成侮辱罪 。

７畅村干部也能构成贪污罪

【案 　 　情】

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 ，河北境内的一条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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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某村 。时任该村支部书记的马某 ，在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

用的管理过程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伙同村委会主任王某

等 ６名村干部 ，采取多报永久性占地和多报地面附属物损失

等手段 ，共骗取高速公路补偿款 ４２４２５１ 元 。 面对囊中的

“唐僧肉” ，６名村干部铤而走险 ，分而食之 。 其中村支书

马某非法占有 １９ 万元 、村主任王某分得 １６ 万元 ，其他 ４

人也非法占有数额不等的款项 。事发后 ６ 人的行为被认定

为贪污罪 。

【点 　 　评】

犯罪主体 ，是指实施犯罪行为 ，依法对自己罪行负刑事

责任的人或单位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作为犯罪主体的人 ，

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才能成为犯罪主

体 。没有犯罪主体 ，就不可能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 ，也不可

能有危害社会的故意或过失 ，从而也就不会有犯罪 。达到刑

事责任年龄是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 。所谓刑事责任年龄

是指法律规定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

到的年龄 。根据我国 枟刑法枠 第 １７条规定 ，未满 １４周岁的

人 ，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同时犯罪主体依照 枟刑法枠 分则具

体犯罪构成的不同要求又可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 。犯罪

特殊主体是指除具备一般主体条件外 ，还要求具有一定身份

的人才能构成的犯罪主体 。例如 枟刑法枠 第 ３８２条规定 ，贪

污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在本案中被告人村支书 、

村主任以及其他村民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那是否构成贪污

罪的主体呢 ？ 枟刑法枠 第 ９３条规定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

的人员 ，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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