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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基本部门法，是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学习刑法应以其总则和分则规定
为基础来展开。
刑法总论主要阐释刑法的概念、内涵、性质、任务，刑法的体系、刑法解释的效力与方法、犯罪的概
念、犯罪构成概念、刑事责任以及有关犯罪认定和刑罚适用的一般原理、原则和制度。
刑法各论主要阐释刑法分则重要的具体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刑事责任。
传统的刑法教育为单向的、权威的、填鸭式的教育。
学习者必须无条件向立法者原意靠拢，表现为强调对刑法条文的记忆，注重对刑法规范的理解，看重
对立法者原意的探究。
学习者学习、思考的积极性自然被压制。
在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法律职业者大部分只会机械地适用刑法规范，遇到案件就一筹莫展，
不会对案件定性，不会制作法律文书。
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是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与司法实务的需要脱节。
因此，法律职业教育、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运用法学知识解决法律实务问题能力的养成教育已是大
势所趋。
传统的法学教育以研究刑法理论、刑法规范，阐释刑法规范内容为使命，但是，刑法规范来源于社会
现实。
刑法规范是立法者将社会生活中的众多事实加以抽象化、类型化的结果。
刑法规范必须回归社会事实。
刑法教育必须按照刑事司法实践的工作顺序设计课程大纲和技能培养体系，在内容安排上要打破传统
的教材内容体系、课程设计体系，按照法律工作者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实践情况设计刑法课程，既遵
循法学教学的规律，确保教学对象对刑法基础理论的认知、理解，更要注重基本司法技能的养成；既
要考虑教学大纲的要求，更要突出法律职业教育的宗旨和特色。
本书在编排体例上采用情境训练编排体例。
通过对实际就业岗位的需求分析、典型工作任务的分析和高职学生的定位，经过精心选择，确定112个
常见、典型的情境或案例。
将刑法学习内容按照危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危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危害国家法益的犯罪顺序展开刑法
内容，每一大情境下再进一步分为若干子情境。
将刑法总则内容和分则内容，按照学科知识逻辑顺序和学习的认知规律顺序，依次融入到各个学习情
境中，以分则带总则。
通过每个子情境的训练，教授刑法知识和训练学生的刑事实务能力。
通过学习、训练使学生能够掌握刑法总则中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和制度，掌
握我国刑法分则中一些常见多发犯罪的定性分析，使其能够正确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准确适用法律规定，为学生今后从事刑事司法实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因此，本教材不仅在内容编排体例上具有新颖性，而且力求将刑法知识的学习和刑法实务能力的训练
同步结合起来，以求真正满足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和宗旨。
高等职业教育既要突出职业性，又要体现“高等性”。
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应注重对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
因此，法律教材内容不仅要突出实践性、实用性，满足法律职业实务的需要，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性
、知识性。
本教材充分考虑了二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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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内容分为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侵犯社会法益的犯罪、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三大学习情境，
每一学习情境又进一步分为若干子学习情境。
　　根据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以及高职法律专业教育教学特点，每一子学习情境以精心选择的
典型案例为载体，按照学科知识逻辑顺序和“案情-思考问题-法律规定-刑法知识-法理分析”的学习
认知规律顺序，将刑法总则和分则知识，依次融入到各个学习情境中，以分则带总则。
《刑法实务教程（法律事务专业）》通过情境训练，力求刑法知识的学习与刑法实务能力的训练同步
结合，为刑事司法实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刑法实务教程（法律事务专业）》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教育、应用
型本科院校法律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社会从业人士的业务参考书和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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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习情境1 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学习情境1-1 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刑法和犯罪的理解学习情
境1-2 廖某抢劫案——刑法的解释学习情境1-3 李某抢劫幼儿案——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
境1-4 许霆盗窃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5 徐某故意杀人案——“适用刑法人
人平等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6 张子强等人跨境犯罪案——刑法的适用范围(属地管辖原则)学
习情境1-7 项甲等绑架案——属人管辖原则与保护管辖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8 蒙家深故意杀人
案——刑法溯及力、追诉时效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9 房主正当防卫刺死暴力拆迁者案——犯
罪构成、正当防卫的理解及适用学习情境1-10 李某紧急避险案——紧急避险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
境1-11 沈某等偷盗电缆案——犯罪客体、罪数理论和共同犯罪等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12 强奸
案——刑法上的对象认识错误等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13 收买被拐卖的“两性人”又出卖案—
—犯罪对象、犯罪未遂的理解学习情境1-14 陈某被控故意杀人宣告无罪案——犯罪客观方面之危害行
为的实行行为性的理解及适用学习情境1-15 张某被控故意伤害宣告无罪案——危害行为的有意性的理
解及适用学习情境1-16 李某不作为故意杀人案——不作为犯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17 冯某某抛弃
男友涉嫌杀人案——危害结果的理解学习情境1-18 侵犯通信自由和非法拘禁罪案——继续犯、结果加
重犯、转化犯和刑法中法律认识错误的理解学习情境1-19 殴打特异体质人致死行为案——刑法上因果
关系、意外事件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20 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犯罪主体、身份犯的理解与适用
学习情境1-21 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盗窃案——单位犯罪主体的理解学习情境1-22 唐某、林某抢夺案——
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23 精神障碍者强奸案——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解学习情境1-24 李
某醉酒杀人案——醉酒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25 付某故意杀人案——聋哑人犯罪
的刑事责任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26 苏某敲诈勒索案——“盲人”犯罪的理解与认定学习情境1-27 
程某等虐待、遗弃案——遗弃罪与虐待罪的构成要件及界限学习情境1-28 杨某诈骗案——累犯制度和
数罪并罚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29 刘某侵占案——侵占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30 侮辱案—
—侮辱罪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及区别学习情境1-31 张文厚、杨恩智诽谤他人案——诽
谤罪的犯罪构成学习情境1-32 钟某破坏选举案——破坏选举罪的认定学习情境1-33 崔某抢亲案——暴
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和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及界限学习情境1-34 艾某某致人死亡案——犯罪主观方面
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35 王某盗窃案——犯罪故意和牵连犯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36 明知对方是
被强迫卖淫而嫖宿案——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明知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37 董某诬告陷害案——
直接故意、犯罪目的、诬告陷害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1-38 王某某、陈某某重婚案——重婚罪的理
解与适用，自诉案件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 侵犯社会法益的犯罪学习情境2-1 彭某合同诈骗案——合
同诈骗犯罪中“主观目的”的认定学习情境2-2 郝某盗窃计算机软件加密狗案——犯罪动机(破坏生产
经营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3 孙伟铭醉酒交通肇事案——间接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4 乘客下车开门撞死人案——疏忽大意的过失(交通肇事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
情境2-5 校舍倒塌砸死学生案——过于自信的过失(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
境2-6 李某票据诈骗案——犯罪预备、吸收犯(票据诈骗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7 安某等赌博诈骗
案——犯罪未遂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8 黄某诈骗、潘某等贩卖毒品案——犯罪未遂、不能犯的理
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9 卢某某、吕某某破坏交通工具案——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学习情境2-10 
李某倒卖车票案——情节犯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11 刘某投放危险物质案——危险犯既遂与中止的
认定学习情境2-12 徐某、汪某失火案——共同过失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学习情境2-13 张某等人犯罪
集团案——犯罪集团的理解学习情境2-14 王化奎生产、销售假药案——刑罚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
境2-15 余某等黑社会性质犯罪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征学习情境2-16 莫某等聚众斗殴致人死亡案
——聚众斗殴犯罪转化问题的理解及适用学习情境2-17 张某运输毒品案——胁从犯的理解与适用学习
情境2-18 王某、李某爆炸案——教唆犯的特征学习情境2-19 彭某放火罪——放火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
情境2-20 打猎致人死亡案——缓刑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21 周某减刑案——减刑制度的理解及
适用学习情境2-22 游某假释案——假释制度的理解及适用学习情境2-23 刘某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
共安全案——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24 公安局
长“非法持有弹药”案——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25 喻某、杨某重大责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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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26 柴某不报安全事故案——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27 周某、王某等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案——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
全事故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28 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刑法》第140条与第141条至
第148条的关系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29 张某非法经营烟草案——非法经营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
境2-30 高某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走私犯罪的构成和单位走私犯罪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
境2-31 张某抽逃出资案——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的定性学习情境2-32 王保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33 刘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非法经营同类营业
罪的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2-34 杜某某等伪造银行承兑汇票诈骗案——伪造金融票证罪、票据诈骗罪的
理解与适用⋯⋯学习情境3 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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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刑法分则体系主要是对各种犯罪的分类和排序，其特点是：第一，把犯罪分为10类。
第二，根据同类客体对犯罪进行分类。
第三，根据各类犯罪的危害性程度轻重对各类犯罪排列先后顺序。
第四，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以及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具体犯罪排序。
概括来说，刑法总则规定的是犯罪与刑罚的通用性规则和一般原理原则，这些规范是认定犯罪、确定
责任和适用刑罚所必须遵守的共同的规则。
分则规定的是各种具体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这些规范是具体定罪量刑问题的标准。
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只有把总则和分则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正确地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
任和适用刑罚。
刑法总则除第1章和第5章外，其余章下均设若干节；刑法分则大多数章下不设节，但由于第3章“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两章涉及具体犯罪众多、内容庞杂，因
而该两章下均又分设了若干节。
刑法除总则编和分则编外，第三部分为附则。
刑法附则部分仅一个条文，即《刑法》第452条。
该条的内容包括两个：一是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典开始施行的日期；二是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典与以往单
行刑法的关系，宣布在修订刑法典生效后某些单行刑法的废止以及某些单行刑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内
容失效。
’刑法“节”之下设条、款、项。
我国刑法条文全部用统一的顺序号码进行编号。
刑法条文采用统一编号，既可以达到系统化的目的，又可以保证查阅方便，引用准确。
条文之下分款、项。
有的条文只有一款，如《刑法》第1条、第2条、第3条等。
如果条文包含数款，则第2款、第3款、第4款等均以另起一行来表示。
例如《刑法》第6条包含3款；第7条包括2款；第241条包含6款。
在款的后面，用（一）、（二）、（三）等基数号码标注的，则为项。
例如，《刑法》第240条第1款包含8项，引用时应写成第×条第×款第×项；第315条只有1款，包含4
项，引用时应写成第×条第×项。
刑法条文采用条、款、项这样的结构是非常严谨的，任何人都不能随便颠倒改动，引用条文时必须绝
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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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实务教程(法律事务专业)》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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