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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学分支学科。
说其古老，是因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各大法律学科中自成体系，历经千年而不衰；说其年轻
，是因为它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步，紧随时代的步伐而更新，显示出青春的活力。
经过数代刑法学人的不懈奋斗，刑法学在法学园地里枝繁叶茂、百花竞艳。
《刑法学》一书试图站在时代的前沿，努力展现刑法学的概貌。
本书注重反映我国近年来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本情况，总结司法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吸纳我国刑
法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力图准确阐述刑法基本原理。
本书既可以供高等院校学生作为法律教材使用，也可以作为法律工作者、法律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为方便读者把握法律，本书在论述法律条文的有关内容时，一般都在论述之后用括号注明有关法律的
名称及其条、款，同一法律在一章或一节重复出现时其名称用简称，法律条文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款数用罗马数字表示。
例如：“刑3971”表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谬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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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注重反映我国近年来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本情况，总结司法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吸纳
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力图准确阐述刑法基本原理。
《刑法学》既可以供高等院校学生作为法律教材使用，也可以作为法律工作者、法律爱好者的参考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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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殊身份，是指刑法规定的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人身方面特定的资格、地位或状态。
如国家工作人员、军人、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男女、亲
属等。
这些特殊身份不是自然人犯罪主体的一般要件，而是某些犯罪的自然人主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刑法理论上，通常以主体是否要求以特定身份为要件，将自然人主体分为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
刑法规定不要求以特殊身份作为要件的主体，称为一般主体；刑法规定以特殊身份作为要件的主体，
称为特殊主体。
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构成要件或者刑罚加重、减轻根据的犯罪称为身份犯。
身份犯可以分为纯正的身份犯（也称真正身份犯）和不纯正的身份犯（也称不真正身份犯）。
纯正的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为主体要件，无此特殊身份则该犯罪根本不能成立的犯罪。
这种身份也可以称为构成的身份。
如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如果行为人不具备此种身份，其行为就不能成立贪污罪。
不纯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
这种身份也可以称为加减的身份。
在不纯正的身份犯的场合，如果行为人不具有特殊身份，犯罪也成立；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的，则成
为刑罚加重或减轻的事由。
如一般人可以构成诬告陷害罪，但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则应从重处罚。
正确理解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的含义，应当注意：（1）特殊身份必须是在行为人开始实施危害行为
时就已经具有的特殊资格或者已经形成的特殊地位或状态。
行为人在实施行为后才形成的特殊地位，并不属于特殊身份。
如《刑法》第291条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法律规定只处罚首要分子，但不能由此认
为该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因为首要分子在此是指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这种地位或资格是在行为人实施犯罪后形成的，并非特殊身份。
实际上，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聚集众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交通秩序而成为首要分子，该罪的主体当然是一般主体。
如果把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才形成的特殊地位或状态也称之为特殊身份，那么在犯罪主体中区分一般
主体与特殊主体就可能失去意义，因为按照那种说法，“犯罪的实施者”本身也是一种身份，如故意
杀人罪的主体是实施杀人者，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2）作为犯罪主体要件的特殊身份，仅仅是针对该犯罪的单独直接实行犯而言的，至于教唆犯和帮
助犯，并不受特殊身份的限制。
据此，不具备特殊身份，并非就绝对不能成为刑法所规定的特殊主体犯罪的主体；刑法规定某些犯罪
的成立要求主体必须具备特定的身份，是指只有具有相应身份的人参与实施，这些犯罪才能成立。
如强奸罪的主体必须为男性，但这只是就单独直接实行犯而言，妇女可以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
犯或者间接正犯；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只要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
以在共同犯罪中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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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学》：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法学核心课系列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