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法常见罪名立案追诉标准与疑
难指导”丛书总序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

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回答

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当前，国际形势

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结构发生新

变化，违法犯罪也表现出一些新形式、新特点，政法工作面临许多前

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给政法队伍提出新的时代课题、赋予新的

历史使命。面对形势任务新变化、党和人民新要求，政法队伍建设面

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

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1]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法治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引导司法实务人员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和相关规定的真实内涵、分析解答司法实务人员在

适用刑法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提升司法实务人员办案的能力和素

质，同时为了激发专家学者及司法实务人员对刑法理论和实务的研究

热情、为广大读者提供学习参考，我们组织了相关领域兼具理论造诣

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和学者编写了这套“刑法常见罪名立案追诉标准与

疑难指导”丛书。

本套丛书的设计和撰写着力体现三个特点：



一是聚焦刑法常见罪名，重点解决疑难问题。根据司法办案实

际，本丛书重点选择了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多发、高发、新增的罪名

为研究对象，使丛书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丛书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刑事案件在司法认定中常见的争议和疑难问

题，分析观点要义、解读办案依据、提出解决方案或倾向性意见，切

实提升司法实务人员办理疑难案件的能力和水平、开拓刑法学理论研

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反映刑事立法的新发展，全面梳理各罪办案依据。丛书紧跟

新时代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的发展，结合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司法

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和其他

司法文件编写，并将这些办案依据按罪名进行了全面、集中的梳理和

列举，方便司法实务人员和法学研究人员查询参考，是很实用的桌边

工具书。

三是注重理论实践密切结合，呈现刑法研究新成果。本丛书既不

同于一般的教材讲义，也不同于法律法规汇编。丛书在阐明各罪一般

理论、梳理办案依据的同时，将解决司法疑难问题作为写作的重点和

亮点；在强调解决司法实务问题的同时，又着力进行刑事政策、刑法

理论的分析解读，从而全面提升办案人员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业

务能力，也使刑法研究更加贴近实务、有的放矢。

我们希望通过编写、出版本丛书，与广大司法实务人员和法学研

究人员一道，促进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不断提

升办案和研究能力，助力高素质法治队伍的建设，切实履行好维护国

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做出积极贡

献。



缪树权

2022年7月

[1]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求是》2015年第1期。



第一编 妨害司法罪

第一章 伪证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二章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

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三章 妨害作证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四章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五章 虚假诉讼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六章 打击报复证人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七章 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八章 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九章 扰乱法庭秩序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章 窝藏、包庇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一章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二章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指导性案例】

第十三章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四章 破坏监管秩序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五章 脱逃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六章 劫夺被押解人员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七章 组织越狱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八章 暴动越狱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九章 聚众持械劫狱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二编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一章 污染环境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二章 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三章 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四章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五章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六章 非法狩猎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七章 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八章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指导性案例】

第九章 破坏自然保护地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章 非法采矿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一章 破坏性采矿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二章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三章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四章 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十五章 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办案依据】



第一编 妨害司法罪

第一章 伪证罪

【立案追诉标准】

伪证案（刑法[1]第305条）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

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应予追诉。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

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

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四个要件：

1.客体要件。伪证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

或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

关于伪证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什么，学界存在不同观点。确定伪

证罪侵犯的客体，首先应当明确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杂

客体，其次应明确客体的具体内容。第一，伪证罪虽然有陷害他人的

情况，但常见的是隐匿罪证庇护犯罪分子。因此，认为犯伪证罪必然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或“公民人身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从而认为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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