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刑事责任【考点
129-135】

刑事责任的概念
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受的、
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对该行为所做
的否定评价和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的责任

刑事责任的特征

对犯罪行为的非难性（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性

社会性和法律性

必然性与平等性

严厉性与专属性

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

联系

刑事责任是适用刑罚的直接前提，无刑事责任则不能适用刑罚

刑事责任的大小直接决定刑罚的轻重，刑事责任大的，刑罚必
然重，刑事责任小的，刑罚必然轻

刑事责任主要通过刑罚来实现，非刑罚处理方法等虽然也是刑
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但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很少而只能被视
为属于次要的实现方式，刑罚与刑事责任的联系则是普遍的

区别

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刑罚则是一种强制方法

刑事责任以犯罪人应当承受刑事处罚、非刑罚方法的处理和单纯否
定性法律评价为内容，刑罚则以实际剥夺犯罪人一定的权益为内容

刑事责任随实施犯罪而产生，刑罚随法院的定罪判刑决定宣告生效而出现

刑事责任的地位

在刑法中的地位

刑法条文中多次提到刑事责任

刑法总则第2章还将犯罪和刑事责任作为其第1节的标题

在《刑法》第5条中， 责任被提到与罪行（犯罪行为）和刑罚并列的地位

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

基础理论说
该说认为刑事责任在价值功能上具有基础理论的意义，犯罪论、
刑罚论和罪刑各论不过是刑事责任理论的具体化。因此在体系上
应赋予刑事责任以刑法学基本原理的地位并将其置于犯罪论之前

罪责平行说

此说认为，刑事责任是与犯罪相对应并具有直接联系的概念。犯罪是
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虽然是实现刑事
责任的基本方式，但不是唯一的实现方式，因此，不能将刑罚与犯罪
和刑事责任这两个基本范畴相提并论，而应按照犯罪论一刑事责任论
的思路来建立刑法学体系，这样才能理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
系，才能准确反映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的应有地位

罪责刑平行说 罪责刑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罪重刑事责任就重，罪轻，刑事责任就轻

刑事责任与刑罚区别

前提不同
刑事责任随实施犯罪而产生，刑罚则随法院的定
罪判刑决定宣告生效而出现

性质不同 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刑罚则是一种强制方法

内容不同
刑事责任以犯罪人应当承受刑事处罚、非刑罚方法
的处理和单纯否定性法律评价为内容，刑罚则以实
际剥夺犯罪人一定的权益（权利和利益）为内容

刑事责任与刑罚联系

前提关系 刑事责任是前提，无刑事责任，则不能适用刑罚

决定关系 刑事责任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

实现方式 刑事责任主要通过刑罚来实现

刑事责任的根据

概念
刑事责任的根据，指国家基于何种前提、基础或决定
因素而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或者犯罪人是根据何
种前提、基础或决定因素而承担刑事责任

理论

犯罪构成唯一说
该学说认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适用刑罚
的根据，如果行为中缺少犯罪构成则应免除刑事
责任。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

罪过说

该学说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
罪过即犯罪的主观方面；广义说认为罪过还应包
括犯罪构成中的情节与刑罚裁量的情节，认为广
义的罪过是刑事责任的根据

犯罪（行为）说
该学说主张应将犯罪行为即犯罪本身视为刑事责
任的根据

社会危害性说
该学说认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责任的事实
根据。其主要理由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
的本质属性，因而也是决定刑事责任产生的根据

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
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是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所
具有的相对的意志自由

刑事责任的法学根据

立法上设定刑事责任的根据

确定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

确定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

刑事责任的学说

刑事负担说
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为维持自身的生存条件，在清
算触犯刑律的行为时，运用国家暴力，强迫行为人
承受的刑事上的负担”

刑事义务说
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应当向国家承
担的、体现着国家最强烈的否定评价的惩罚义务”

否定评价说
此说认为“一刑事责任是指犯罪人因实施刑法禁止
的行为而应承担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依照刑事
法律对其犯罪行为及其本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

法律后果说
认为刑事责任“是依照刑事法律规定，行为人实施
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

法律责任说
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根
据犯罪行为以及其他能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
事实，强制犯罪人负担的法律责任”

【提示】背诵口诀：“负担义务，评价后果责任”

刑事责任的解决方式

定罪判刑
即法院对犯罪人认定有罪作出定罪判决的同时宣
告适用相应的刑罚

定罪免刑
即法院对犯罪人认定有罪作出定罪判决而免除刑
罚处罚

一是作出定罪判决虽然免除刑罚，但给予非刑罚
处理方法，如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
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
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二是作出定罪判决但免除刑罚处罚而不
给予任何处分，即单纯宣告有罪

转移处理
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由我国司法机关解决，而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消灭处理

即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
任，但由于法律规定的阻却刑事责任事由的存
在，使刑事责任归于消灭。这时国家不再追究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行为人也不再负刑事责任。

【真题演练】下列情形中，追究的是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 ）（2010-法-多-14）（ABCD）
A.甲被判犯盗窃罪，处5年有期徒刑
B.乙被判犯侵犯通信自由罪，责令赔礼道歉
C.丙被判犯重婚罪，免予刑事处罚
D.丁被判犯诈骗罪，责令具结悔过

在刑事责任的 4 种解决方式中，定罪判刑是基本
方式，定罪免刑是辅助方式，消灭处理是补充方
式，转移处理是特殊方式

本章为第八章刑事责任，共两节。第
一节为刑事责任概述，包括刑事责任
的概念、特征与地位；第二节为刑事
责任的根据和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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