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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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妨害公务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本罪的犯罪对象

二、如何理解“依法执行职务”
三、醉酒及精神疾病对妨害公务罪的影响

四、妨害公务罪中的赔偿及谅解问题

五、如何评价抗拒抓捕行为

六、本罪罪与非罪问题

七、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司法文件

第二章 袭警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人民警察”
二、如何理解“暴力”
三、如何理解“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四、加重处罚的理解和认定

五、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文件

三、其他法规

第三章 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本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界限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第四章 招摇撞骗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冒充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招摇撞骗

是否构成本罪

二、冒充国家机关内招聘的工作人员招摇撞骗是否构成

本罪

三、本罪中的认识错误问题

四、对“情节严重”的理解

五、本罪的罪与非罪

六、本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七、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八、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第五章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伪造”
二、“伪造”与“变造”的区分

三、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复印件的行为定性

四、伪造、买卖虚构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

为定性

五、购买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行为

的认定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立法解释

三、司法解释

四、司法文件

五、其他文件

第六章 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本罪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

罪的界限

二、本罪与盗窃罪、抢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界限

三、本罪与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的

界限



【办案依据】

刑法规定

第七章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购买伪造的高等院校学历证明、学位证明行为的性

质

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中“人
民团体”的范围

三、对伪造、变造、买卖能对单位起证明作用的私人印

章的行为的认定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第八章 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身份证件”
二、购买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是否构成犯罪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文件

第九章 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依照国家规定”
二、“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的理解和认定

三、如何理解“使用”“盗用”
四、“情节严重”的理解

五、本罪的罪数认定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立法解释

三、司法文件

四、其他法规

第十章 冒名顶替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本罪的行为方式

二、本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三、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其他法规

第十一章 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对本罪犯罪对象的理解

二、本罪与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的区分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文件

三、其他法规

第十二章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如何理解国家秘密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其他法规

第十三章 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非法持有的认定

二、本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界限

【办案依据】

刑法规定

第十四章 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专用间谍器材的范围和认定主体

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范围和认定主体

【办案依据】



刑法规定

第十五章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非法使用”
二、如何把握“严重后果”
三、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与一般侵犯公民隐私

权的区分

四、对任意窃取公共场所录音录像资料的行为如何认定

【办案依据】

刑法规定

第十六章 组织考试作弊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范围的认定

二、组织作弊的理解和认定

三、作弊器材的认定标准与程序

四、组织考试作弊罪犯罪既遂的认定

五、考试作弊犯罪的罪数问题

六、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实施考试

作弊犯罪的处理规则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其他法规



第十七章 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非法出售、提供

二、关于试题、答案的要求

三、本罪停止形态的认定

四、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三、其他文件

第十八章 代替考试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让他人代替自己”
二、本罪犯罪既遂的认定

三、本罪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界限

四、本罪的罪数问题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第十九章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统

二、如何理解“违反国家规定”
三、如何理解“国家事务”
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后续行为的认定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第二十章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

【立案追诉标准】

【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

【疑难指导】

一、如何理解“非法获取”和“非法控制”
二、数据的范围

三、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办案依据】

一、刑法规定

二、司法解释

【指导性案例】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36号卫梦某、龚某、

薛某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68号叶源某、张剑某

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谭房某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案

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145号张某杰等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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