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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化的国家是法治国家。
现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贯彻，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
。
而现代刑事法治则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法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无论是刑事法学理论还是刑事法治实践，都仍需要
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于2005年8月建立，系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
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独立的实体性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
研究院以一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为中坚，并聘请了包括老一辈著名刑法学家、中央政法机关专家型领导
以及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在内的国内外知名刑事法专家、学者担任特聘顾问教授、专家委员会委员、
兼职教授（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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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
然要求。
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
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
犯罪完成。
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
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
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
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
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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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认为，如果否认立法者对于犯罪既遂的标准之选择的主观性，那自然意义上的犯罪完成还能
称得上是一个标准吗？
的确，在部分犯罪中，行为的完成具有统一性。
例如，在故意杀人罪中，所有犯罪行为人在将被害人杀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此种情形下，无
须立法者的主观选择标准也是一致的。
但在其他的犯罪中则未必如此。
例如，在盗窃犯罪中，行为人盗窃了多少价值的财物才能认为是犯罪的完成呢？
这必然会因为个体的差异而存在不同。
而犯罪既遂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区分犯罪的不同形态，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要达到这一点
，对于同一犯罪而言，犯罪既遂的标准当然要求统一性。
“刑法规定的犯罪连一个标准形态都没有，连法律都不能为犯罪提供一个区别犯罪完成与未完成形态
的明确标准，各种形态还能不能认定呢？
”②刑法上既遂指的是行为人没有全部实现规范中该罪成立的所有构成要件，而不是指行为人实现了
其行为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将既遂与犯罪结果的发生区别开来，后者也被有的学者称为实质既遂。
在有的犯罪构成中，结果的发生是构成要件之一，既遂与犯罪结果的发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一致
的，譬如杀人、伤害、毁损财物等。
但在许多情况下，既遂的成立与结果的发生在时间上是有区别的。
③我们设定法律不是描述自然现象，而是要描述社会现象，因而不能从自然的角度理解既遂的自然的
法，而是要从评价的角度理解既遂的自然的法；刑法的设定目的是依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惩治特定的危
害社会的行为，因而与这种目的不相符的行为人的目的就没有必要纳入刑法的视野，因而，刑法规定
的犯罪就未必都是从自然的角度观察也是完整的行为过程，即与自然的行为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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