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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汇集了大量的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围绕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经验和理
论成果，对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进行系统评价和实证分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促进刑事司法改革
提供理论参考。
　　《刑法罪名系列》丛书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丛书将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指南
”、“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1.概念与罪名渊源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3个单行刑法、7个刑法
修正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一系列规定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罪名体系。
截至本丛书出版，刑法已规定了444个罪名，其中涉及修改罪名40余个，新增罪名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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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罪名系列》丛书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丛书将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指南
”、“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妨害司法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认定实务》分册，书中介绍了：扰乱法庭秩序
罪、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等内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妨害司法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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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五章  打击报复证人罪第六章  扰乱法庭秩序罪第七章  窝藏、包庇罪第八
章  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第九章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十章  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第十二章  破坏监管秩序罪第十一章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第十三章  脱逃罪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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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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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窝藏、包庇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1.窝藏、包庇罪“故意”之表现。
本罪在主观方面具体表现为明知是犯罪的人而故意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
明对其予以掩护的心理态度。
换言之，只有行为人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而对其予以窝藏、包庇的，才构成犯罪。
“没有犯意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①如若行为人不知道对方是犯罪之人而为其提供了处所、财物上的帮助以及其他帮助行为，或者因
不知对方是犯罪之人而提供了有利于犯罪之人的不真实的证词的，均不能认定构成犯罪。
否则，如果仅根据客观存在的为犯罪之人提供了处所、财物以及其他帮助，或者提供了有利于犯罪之
人的不真实的证词之事实，就认定行为人构成窝藏、包庇罪，这不符合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
要求，而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归罪。
“实践中有不少潜逃的犯罪分子，欺骗亲戚、朋友，以逃避刑事追诉和刑罚惩罚。
因此，对因不明真相和轻信犯罪分子花言巧语而为其提供帮助的，不应作为犯罪论处。
”②　　2.本罪罪状中“明知”之理解。
如何理解本罪罪状中的“明知”？
有人认为，“所谓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犯罪的人”③。
我们认为，“应当知道”即“应知”属于犯罪过失的范畴，具体而言属于无认识的过失，从心理结构
的角度讲，应当属于“无认识”，而“明知”属于犯罪故意的范畴，从心理结构的角度讲，应当属于
“有认识”，“应知”与“明知”无论如何都有很大的区别。
《刑法》明文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的人，没有规定过失窝藏、包庇犯罪，因而，将“应当知道
”这样的过失的情形包括在窝藏、包庇罪中的观点是不当的。
所谓明知，应当是指行为人认识到对方是犯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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