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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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应用，这一点在部门法方面的体现尤为突出。

因此，本书立足于服务刑事司法实践的初衷，在体例和内容上均聚焦

于实务的需求，突出实用性，为读者在准确认定犯罪和正确适用法律

方面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同时提供便捷的、现行有效的适用法律依据

的汇集。

在内容上，本书并没有逐个罪名进行分析，而是选取刑法分则第

四章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点罪名，书中各章的顺序按照刑法条文

的顺序进行排列。各罪解析中，并非教科书式的按部就班的写作，而

是重点探寻罪名适用中的难点和疑点问题，不回避司法适用中的争议

性问题，力图就具体罪名的认定问题展开讨论；又因为近年来随着刑

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强调指导

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明确办案中的案例检索制度等要求，并且更加科

学化地开展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工作，所以在本书中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收入，方便读者查找使用。在体例

上，对相关罪名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会议纪要、指导

性案例进行归类汇总，使得本书具有解析疑难问题与查找相关依据的

双重功能。



第一章 故意杀人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刑法意义上生命开始和终止的认定标准

二、自杀行为及与自杀关联行为的司法认定

三、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作为义务来源认定

四、如何认定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

五、如何认定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故意

六、“情节较轻”的理解与适用

七、故意杀人罪量刑情节的理解与适用

八、故意杀人罪的罪数认定和转化规定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司法文件

五、会议纪要

【指导性案例】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25号于某生申诉案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26号陈某申诉案

（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4号王某才故意杀人案

（四）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12号李某故意杀人案

第二章 过失致人死亡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实行行为

二、如何判断过失致人死亡案件的因果关系

三、过失致人死亡罪主观内容的理解与适用

四、“本法另有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司法文件

第三章 故意伤害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区分一般殴打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

二、如何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故意

三、如何认定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

四、如何认定因被害人承诺而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五、如何区分防卫与相殴

六、被害人过错的理解和适用

七、如何区分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

八、故意伤害罪的罪数认定和转化规定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司法文件

【指导性案例】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45号陈某正当防卫

案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46号朱某山故意伤

害（防卫过当）案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47号于某明正当防

卫案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48号侯某秋正当防

卫案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82号钱某故意伤害

案

（六）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93号于某故意伤害案

第四章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认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二、如何认定被组织出卖、收买人体器官的行为

三、如何认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
四、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转化犯

【办案依据】

第五章 强奸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界定强奸罪的“性行为”
二、如何认定违背妇女意志

三、丈夫可否成为强奸罪主体

四、强奸不满14周岁幼女如何认定主观“明知”



五、强奸“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理解与适用

六、如何认定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人共同强奸的情形

七、如何认定强奸罪共同犯罪的既遂、未遂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司法文件

【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42号齐某强奸、猥亵儿童

案

第六章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认定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客体

二、如何理解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被害人的特殊

保护

三、如何理解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客观表现

四、如何认定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犯罪主体

五、如何区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与强奸罪

【办案依据】

第七章 强制猥亵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认定猥亵行为



二、如何认定强制猥亵罪的强制性

三、“公共场所当众”的理解与适用

四、“咸猪手”入刑的法律适用

五、如何区别强制猥亵罪与强奸罪未遂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文件

第八章 猥亵儿童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认定对猥亵对象“明知”是儿童

二、如何认定猥亵对象的年龄要求

三、强制猥亵对象既包括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也包括已

满14周岁女性的如何认定

四、“公共场所当众”的理解与适用

五、如何认定隔空猥亵行为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文件

【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43号骆某猥亵儿童案

第九章 非法拘禁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拘禁行为必须具有非法性



二、殴打、侮辱情节的认定及其从重处罚

三、非法拘禁时间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四、非法拘禁罪中致人重伤、死亡及转化犯的认定

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的认定

六、“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认定

七、非法拘禁罪追诉期限的计算

八、非法拘禁案件的管辖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监察法规

三、司法解释

四、司法文件

【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106号牛某非法拘禁案

第十章 绑架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犯罪的理解

二、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绑架同时触犯刑法第17条第2
款、第3款的如何适用主刑

三、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构成绑架罪时财产刑的适用

四、绑架罪中杀害、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

亡的理解

五、绑架罪“情节较轻”的理解

六、绑架罪既遂和未遂的认定

七、绑架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八、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

区别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三、司法解释

四、司法文件

【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2号忻某龙绑架案

第十一章 拐卖妇女、儿童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认定拐卖“两性畸形”人的行为

二、如何认定父母出卖子女的行为

三、如何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未遂

四、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司法文件

第十二章 诬告陷害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本罪对象的理解

二、诬告陷害中“意图”的理解



三、本罪“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理解

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理解

五、诬告陷害与错告、检举失实如何区分

六、诬告陷害罪与诽谤罪的区别

七、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八、诬告陷害罪中的自诉案件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监察法规

三、司法解释

四、司法文件

第十三章 非法搜查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准确区分合法搜查与非法搜查

二、非法搜查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司法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理解

四、非法搜查案件的管辖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监察法规

三、司法解释

四、司法文件

第十四章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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