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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法律硕士联考·李方晓：精讲刑法学考点》是李方晓（又名李芳晓）教授的遗作。
李教授在生前已经完成了书稿，正在与出版社商谈及时出版惠及广大考生之际突然离开了我们。
为了完成李教授的遗愿，经邀请有关著名刑法学家对《全国法律硕士联考·李方晓：精讲刑法学考点
》进行修订和校核，今得以出版。
李教授一生从事刑法学教育，是刑法学界的名师，从事法硕考试辅导也已多年，对法硕考试刑法学学
科的规律特点和重要知识点的把握极为精准，已经帮助无数同学顺利进入了理想的大学，被广大考生
誉为“法硕考研刑法辅导第一人”。
　　《全国法律硕士联考·李方晓：精讲刑法学考点》是李教授在多年法硕考研教学过程中提炼出来
的精华，按照《法硕考研大纲》编排，具有逻辑完整性和全面系统性。
刑法总论部分突出了刑法学知识与理论内容的相互联系，使考生夯实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分论部
分则按照同类客体分章讲解重点罪名，做到简洁并有针对性。
另外本次编写中也注意吸收了最新的司法解释，力求全面反映新理念、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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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方晓（1961.9—2012.6），又名李芳晓。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分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法律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全国联考考试指南》编委、多次参与编写《法律硕士联考指南》刑法部分
，被广大考生誉为全国法硕联考培训“刑法第—人”！
李方晓—牛执着于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始终坚守在法学教育的三尺讲台，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贡献给了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学教育事业。
她与世无争、不求名利的优秀品格，她孜孜追求、唯学求问的执着精神，她甘为人梯、甘于奉献的高
贵情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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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 犯罪构成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相互
区别的概念。
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它从宏观上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特征和法律特征，为划清罪与非罪提
供了总标准，而犯罪构成则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它所要解决的是成立犯罪需要具备哪些法定要件，
即成立犯罪的具体规格、标准问题，犯罪构成为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供了具体标准。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表现为抽象和具体，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一）概念 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
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
 （二）特征 犯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犯罪构成是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体。
任何一个犯罪构成都包括许多要件，这些要件有的是反映行为人主观方面特征的主观要件，有的是反
映行为客观方面特征的客观要件，这些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并非是简单相加，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作
用，共同构成了说明犯罪规格和标准的有机整体。
可见，我国的犯罪构成坚持主观与客观有机统一。
这里的有机统一，是指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具有内在的联系，缺一不可。
犯罪是在行为人的意识、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缺少犯罪的主观要件，
犯罪的客观要件不能成立；缺乏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主观要件也不能成立。
 2.犯罪构成要件必须能够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任何一种犯罪都可以由许多事实特征来说明，但并非每一种事实特征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行
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才是犯罪构成的
要件。
例如，甲系某中学高中生，在商店窃得一顾客的钱包，内有5000元现金，后在亲友的规劝下，主动向
派出所投案自首，交出全部赃款。
在本案中，虽然犯罪的事实特征很多，但是，能够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是：（1）该学生已达到了刑
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2）该学生具有盗窃故意，并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3）
该学生采取了秘密窃取的方法占有公私财物；（4）该学生非法占有了他人财产，且达到了数额较大
的程度。
我国刑法把能够体现盗窃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事实特征，规定为构成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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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法律硕士联考李方晓精讲刑法学考点》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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