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诉疑案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诉疑案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0200656

10位ISBN编号：7510200652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张智辉,殷玉谈、张智辉、 殷玉谈 广州出版社  (2009-06出版)

作者：殷玉谈，张智辉 编

页数：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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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诉疑案研究>>

前言

在公诉实践中有许多鲜活的案件。
这些案件，既挑战着法律的规范，也考问着公诉人的睿智。
因为这些案件，具有非类型性、非预设性、非完整性等特点。
刑法申规定的犯罪，都是类型化了的行为，其构成要件被高度概括而成，人们在观念形态中很容易认
识和理解。
但是公诉人面临的案件常常是没有经过人为取舍的带着各种各样的不规范因素的活生生的客观事实。
这些由一系列客观事实构成的案件，并不都是按照立法者和执法者所预想的犯罪模式出现的。
并且，能够证实案件所有事实特征的证据有时甚至是残缺的、不充分的、不完整的或者是可以作多种
解释的，以致案件的某些真实情况呈现出不完整的、似是而非的样态。
面对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案件事实，公诉人必须运用法律思维进行仔细的审查和反复的推敲，并运用
法律的原理拨开迷雾，寻找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最佳对接点，进而对案件的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
这种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非类型性，使人们对案件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导致实
践中争议相持不下。
同一个案件，有的人从这个方面看，或者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取舍，会认为涉案人员的行为应当构成
甲罪；有的人从另一个方面看，或者按照另外的方式进行取舍，就可能认为涉案人员的行为应当构成
乙罪；甚至有的人按照不同的价值观来衡量，会认为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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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诉疑案研究》面对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案件事实，公诉人必须运用法律思维进行仔细的审查
和反复的推敲，并运用法律的原理拨开迷雾，寻找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最佳对接点，进而对案件的
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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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诈骗中产生于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它虽然是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心
理活动，但它还是会通过客观外在活动而表现出来，应当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加以推定。
从逻辑上来说，推定是指通过证明某一已知事实存在而推断另一事实的存在。
关于如何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
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
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
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假破产、假倒闭，以
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以上规定肯定了推定这一证明方法，并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用以推定主观非法占有故意的待证事实，
其内容虽然针对的是金融诈骗犯罪，但对于作为同类犯罪的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同样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侦查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时，侦查人员围绕一定的案件客观事实来调查取证，并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
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侦查人员需全面综合调查以下情况：其一，行为人是否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
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对于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通常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足够的资金、稳定充足的货源.而订立合同时，
行为人本应当具有履行合同所应具备的能力，且能通过其他客观事实证明。
从一般情况来说，行为人如果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却与他人签订合同，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
有想非法占有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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