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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犯罪概念

【章节提要】

本章属于犯罪论的开篇，“但书”可以考客观题，犯罪的基本特征可以考主观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刑法》第 13 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该“但

书”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 ）

A.对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免予刑罚处罚

B.对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予以非刑罚处罚

C.给予司法机关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自由裁量权

D.避免轻微的违法行为犯罪化

2.关于《刑法》第 13 条“但书”的理解错误的是（ ）

A.“但书”表明认定犯罪不仅仅需要正确“定性”，还需要合理确定危害的“程度”或

“量”

B.“但书”赋予司法机构排除犯罪的权力，与罪刑法定原则不相容

C.“但书”是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宏观标准

D.“但书”可以缩小犯罪或刑事处罚的范围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属于犯罪的基本特征的是（ ）

A.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B.行为人的罪过性

C.刑事违法性

D.应受刑罚惩罚性

2.下列关于犯罪的定义，说法正确的是（ ）

A.按照法律形式层面的定义，犯罪就是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B.唯物史观认为犯罪是由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

行为

C.不同的犯罪的定义反映出不同的犯罪观

D.我国《刑法》第 13 条规定犯罪是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是根据

犯罪的实质特征而下的定义

三、简答题

简述犯罪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D

【解析】 《刑法》第 13 条的规定表明认定犯罪不仅仅要符合定性的要求，还要满足定

量的条件。“但书”的意义在于：可以缩小犯罪或刑事处罚的范围，避免给一些轻微的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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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危害行为）打上犯罪的烙印。D 选项正确。但需要注意的是，“但书”的规定仅为宣

示性的规定，具体是否构成犯罪必须要看是否符合刑法分则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不能利

用“但书”来随意地为被告人出罪，否则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2.【参考答案】 B

【解析】 《刑法》第 13 条规定的犯罪定义既含定性要求又含定量要求，对于合理认定

犯罪及处罚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犯罪定义不仅从性质上明确了犯罪具有危害性和违法性，

而且还设置了定量要求。该“但书”表明认定犯罪不仅仅需要正确定性，还需要符合量的要

求，赋予司法机关酌情排除犯罪的权力，避免过分拘泥于法律形式而作出刻板教条的判决，

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B 选项错误。“但书”是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宏观标准。“但

书”也是为适应我国法律结构需要而产生的。我国对危害行为的惩罚体制由两个层次的法律

构成：第一层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条例以及工商、海关、税务等行政、经济法规

中的处罚规定，违反这些规定的属于“违法行为”；第二层次才是刑法，违反刑法的属于“犯

罪”。“但书”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可以缩小犯罪或刑事处罚的范围；避免给一些轻微的危

害行为（或违法行为）打上犯罪的标记，有利于行为人改过自新；还可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集中力量惩罚严重的违法行为一一犯罪。与《刑法》第 13 条犯罪定义的定量要求相呼应，

分则条文对有些犯罪特意规定了程度方面的限制要件，例如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

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在通常情况下有“数额较大”的限制；侮辱、诽谤罪等有“情节严重”

的限制；寻衅滋事、遗弃、虐待罪等有“情节恶劣”的限制；在经济犯罪中，往往有“销售

额”“逃避缴纳税款数额”“非法经营额”“违法所得”等数量的限制。与外国刑法中的犯罪

相比，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门槛较高。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CD

【解析】 犯罪有三个基本特征：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

性。故本题选择 ACD 选项。

2.【参考答案】 ABC

【解析】 外国刑法或学说大多对犯罪采取法律形式层面的定义，认为犯罪是刑法规定

以刑罚禁止或惩罚的行为，或犯罪就是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唯物史观认为，犯罪是阶级

社会的产物，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由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规定应受刑罚

处罚的行为。不同的犯罪定义反映出不同的犯罪观，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不同的犯罪本质观

得出的关于犯罪的定义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故 ABC 选项正确。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的定

义是兼顾犯罪的实质特征和形式特征，是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定义，故 D 选项错误。

三、简答题

【参考答案】 （1）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社会

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

（2）犯罪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这是在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犯罪不

可或缺的基本特征。

（3）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应受刑罚惩罚是犯罪的基本

特征之一，但是法院可以依法裁量对犯罪人不实际适用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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