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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
通俗地讲，刑法就是解决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以及对犯罪如何处罚的问题。
刑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并以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和调整手段的特殊性而区别于其他法律：它旨
在通过刑罚的适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进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一个人，也许一生都不会与罪犯打交道，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不去了解、学习刑法。
因为从犯罪学角度看，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潜在的被害人，又是潜在的犯罪人。
所以，了解学习刑法，不仅是维护我们自身权益的需要，也是增强法制观念、减少、避免违法犯罪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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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殊防卫权]本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即无过当的防卫，其对象必须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
性犯罪行为，而非一般的不法侵害行为。
其中的“行凶”是指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即“行凶”至少是故意重伤害程度以上的暴力犯罪行为。
比较常见的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行为有故意杀人、故意重伤害、强奸、抢劫等。
[正当防卫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1 第二十节 为了保护非法利益而对他人的不法侵害进行还击的情况，
如盗窃犯为了护住非法赃物而对抢赃者进行还击，造成抢赃者伤害的，因行为人主观上不是为了保护
合法权益，不具有正当的防卫意图，因而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行为。
这种情况下对侵害人和反击者分别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分别按照各自构成的犯罪处罚。
2 第二十节 互相斗殴的情况下，因双方都有加害对方的意图，目的均不正当，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3 第二十节 故意挑逗、刺激他人向自己发出进攻，然后借口正当防卫加害对方的，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而是故意的违法犯罪行为。
[以案说法6]温某，男，17岁，身高1第二十节 7米。
张某，男，28岁，身高1第二十节 72米，曾在某部队服役六年。
2006年4月某日的一个下午，在西安雁塔区的某巷子里，温某持刀对张某进行抢劫，张某将刀夺下，扔
到一旁，温某继续对张某实施攻击，但多次被张某打倒。
最后，张某一怒之下，快速拾起匕首，朝温某连捅几刀，温某死亡，后公安机关将张某抓捕归案。
本案中，从身体素质上讲，张某比温某要强，且在部队服役多年，自然很容易将温某打倒和制服。
在张某夺下温某的匕首时，虽然温某多次攻击张某，但均未严重危及其生命安全，张某用刀将温某刺
死，明显超过必要的防卫限度。
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和第3款及第232条的规定，张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追究其故意杀人罪
，并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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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法规新解读丛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