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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日刑法采取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我国采取平面耦合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犯罪构成体系
不同，经由犯罪构成识别而形成的犯罪类型呈现差异。
研究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构成体系和现实生活实际，不能顾此失彼。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凸显出新的危害行为类型及新的危险源头，现有刑事立法无法应对。
因此，风险社会背景下，研究我国刑事立法趋势及司法应对危险方法就显得很有意义。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构成体系及社会发展境况，对我国危险犯及风险社会风险的
治理展开研究，以助益于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

　　绪论部分主要讨论犯罪分类，为研究我国危险犯建立前提。
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根据行为该当构成要件是否需要结果为标准，将犯罪分为行为犯和结果犯
；根据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样态，将犯罪分为侵害犯和危险犯。
我国采用平面耦合的犯罪构成体系，危害行为充足犯罪观念形象与危害行为侵害法益的样态同时进行
判断，犯罪分类应以危害行为充足构成要件的方式及危害行为充足构成要件时对法益的侵害样态为标
准将犯罪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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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林，（1980-），男，四川南充人，2010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
教于西南政法入学法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公开发表学术论述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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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醉酒驾驶入罪理由与现实的错位
二、醉酒驾驶的客观危害不是醉酒驾驶入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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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醉酒驾驶危险的治理机制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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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行为犯论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行为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
也有学者认为，“行为犯就是以一定的行为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不以发生特定的物质性结果或非物
质性结果为必要的基本犯。
”　　以行为符合分则条文为标准对行为犯进行界定确是好的视角，这种界定易于从外观上对行为犯
进行把握。
但对这些类型的危害行为，有些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如非法持有枪支；有些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
险，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上述界定的缺陷在于不能体现危害行为与法益侵害之间的关系，容易混淆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的
界限。
　　立足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对行为犯进行界定，既要考虑犯罪的内部构成，又要考虑危害行为侵害法
益的样态，如此综合界定的行为犯才符合我国犯罪构成体系。
行为犯不是不产生任何危害结果——诬告陷害罪产生司法秩序遭受破坏的结果——而是这种非物质性
结果囿于种种原因不容易认定，只有通过判断危害行为的实施进程进行识别。
非物质性结果发生时，危害行为亦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
对行为犯，通过识别危害行为识别危害结果，对危害结果的判断被对危害行为的判断所屏蔽，认识犯
罪时就毋需再认定危害结果。
因此，行为犯是指，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行为充足犯罪观念形象并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而既遂的
危害行为类型。
　　（三）危险犯论　　对危险犯的概念，学界聚讼不休。
总体而言，有从犯罪既遂角度和犯罪成立角度对之进行界定两种。
从犯罪既遂角度进行界定的学者认为，“危险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
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法定的危险状态
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
”从犯罪成立角度对危险犯进行界定的观点认为，“危险犯是指以一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导致了某
种特定的危害状态出现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犯罪。
”　　从犯罪成立角度对危险犯进行界定是以刑法分则为犯罪成立模式为前提的，我们认为，犯罪分
类只能以犯罪既遂为前提，犯罪类型只有以犯罪既遂为基础才能清晰地展现犯罪的构成要件，才能与
其他犯罪类型作横向的比较。
但上述从犯罪既遂角度界定危险犯也存在一些疑问：首先，有论者以“危险状态”“危险结果”界定
危险犯，但危险犯的危险状态不是法定的，有些犯罪虽是危险犯，但立法却没有把危险状态规定为罪
状要件，如抽象危险犯就没有将危险状态规定为罪状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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