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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疑难案例研究》收录了上海市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中出现的典型案例，旨在展示不同观点、研析
疑难案例、阐述刑法学理。全书共分为“总则”、“分则”两部分，与刑法典体例保持一致；所选案
例具有典型性、实用性和理论性的特点；分析论述既注意全面反映案件客观情况，又列举司法实践部
门的争议观点，使读者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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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骗取贷款罪  通过向银行负责人行贿获取信用证后拒不归还开证行资金的  行为应如何认定  利用他人
遗忘在ATM机上的银行卡取现或转账行为如何定性  骗得他人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擅自制
作网络游戏私服的行为如何定性  以个人名义申请宽带后供单位使用，骗取差价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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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与诈骗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虚构网上购物合同并使用境外信用卡信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构成何罪  行为人以非法获取的境外持卡人信用卡信息虚假交易，并通过网络结算公司骗取财物的行
为应如何定性  介绍客户进行境外黄金期货交易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免费提供游戏外挂程序下载，并销
售运行该程序必需的特权码的行为如何定性  林地使用权低价受让后高价转卖行为应如何认定侵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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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行为如何定性  强奸罪中“违背妇女意志”和“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应如何认定  使用暴
力、胁迫的方法控制被害人，并从被害人近亲属处取得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事出有因”持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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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内汽油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ATM机上调换假币行为如何定性  单位窃电行为如何定性  借用他人摩
托车后编造谎言不还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骗取他人集装箱后又盗取其中财物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出借人
明知对方无偿还能力仍借款，借款人应如何定性  拾得他人存折再窃取失主身份证挂失密码后领取存
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让他人服下麻醉药物后设赌作弊骗取钱财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受骗人与被害人不
同一的诈骗行为应如何认定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话推销邮票骗取钱财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在交通
工具上扒窃被人发现，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凶器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  出租车司机趁乘客下车问路
之机驾车逃离，并占有乘客放置于车上的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符合单位犯罪特征兼具为特定关系
人谋利的职务侵占行为应当如何认定  司机擅自拿走所驾车辆内公司钱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私营企业
负责人侵占员工捐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将运输过程中本单位代保管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能否认定职务
侵占罪  以变造的发票提货联领取电脑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以后次挪用的非国有单位资金归还前次挪用
的国有单位公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以暴力、威胁方法强索高利贷行为应如何定性  诱骗他人参赌并
诈赌，再强行索要赌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以暴力相威胁方式追讨赌债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杀死被害人
后，以被害人被绑架为名向其亲属索取钱款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强迫他人写欠条且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并向被害人家长“讨债”行为如何定性  为个人职务升迁而故意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的行为应如何
认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招摇撞骗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  传播木马程序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如何
定性  谎称携带炸弹、硫酸，要挟解决经济纠纷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明知索债对象不符仍扣押他人财物
的行为如何定性  如何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法定情形  双方数人相约斗殴后被劝开再次相遇又互殴的行为
如何认定  如何认定“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  以轻微暴力、言语威胁的手段强卖烟花的行为应如何定
性  赃物犯罪是否以前罪成立为要件  捡拾他人盗窃后掉落的赃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麻醉医
生对病情估计不足造成病人死亡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罪  肆意排放工业废水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应如何
定性  多次强迫他人卖淫应当如何认定  数个行为分别达不到数额要求但累计能够达到的情况下能否适
用选择性罪名  将卖淫人员介绍至有卖淫活动的浴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嫖宿幼女罪中“明知”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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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利用未上网电脑向他人手机下载淫秽视频文件的行为应如何认定贪污贿赂罪  参与截留款的汇票
兑现并共同分赃的行为如何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过程中，采用骗取手段获取利益并占为己有
的行为如何定性  利用职务之便虚构预算款多拨需返还的事实骗取公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收钱后没有
为他人谋利能否认定为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虚假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的行为应如何认
定  因有受贿犯罪事实而达到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立案标准的情形如何定罪  利用影响力帮助请
托人获取商业机会的行为如何定性  利用职务便利借用他人汽车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私分国有资产罪中
的“国有资产”应如何认定渎职罪  劳动保障事务所员工因渎职致使政府对企业吸纳失地人员奖励金
被骗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滥用职权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伪造材料造成税款流失的行为如何定性  交警明
知是盗抢车辆而徇私舞弊擅自放行的行为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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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即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已将相关应纳税款及滞纳金等全部追缴到案，但在
尚未作出最后刑事处理结论前，税务机关仍无法直接对相关纳税主体作出行政处罚，故本案犯罪嫌疑
单位及其犯罪嫌疑人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虽已符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中“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
纳金”两项法定条件，但并未同时达到“已受行政处罚”这项法定要求。据此，对其行为仍应当依法
作出相应的定罪处理。（三）对本案犯罪嫌疑单位及其犯罪嫌疑人可以作相对不起诉1.符合刑法修正
案（七）的立法精神《刑法修正案（七）》之所以对逃避缴纳税款行为作出了“去刑化”、“去罪化
”规定，这是立法机关基于打击逃避缴纳税款犯罪的主要目的——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
收入的考虑，同时为了进一步体现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本案，一是犯罪嫌疑人曾某已悉数
补缴了应纳税款及相应的滞纳金和税务罚款，从而在经济上弥补了国家的税收损失，一定程度上修复
了被其损害的社会关系，因此，本案打击逃避缴纳税款犯罪的主要目的已经基本实现；二是曾某在首
次讯问中即主动交代其通过隐匿单位营业收入逃避缴纳税款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提供相关财务账册、
银行存折等证据材料，反映了其具有较好的认罪态度；三是曾某积极筹措钱款补缴税款，愿意接受税
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其具有悔罪改过的真切愿望和表现。因此，检察机
关如果对犯罪嫌疑单位及其犯罪嫌疑人免除刑事处罚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既符合《刑法修正案
（七）》对逃避缴纳税款行为“去刑化”、“去罪化”规定的立法精神，也有助于充分体现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2.符合刑法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刑法溯及力是指当新的刑事法律实施后，能否适
用于生效以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未确定的行为。若能适用，该新法就具有溯及力；若不能适用
，则该新法就没有溯及力。1997年修订后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实行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
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要按照新法处理。分析本案，犯罪嫌疑
单位上海市某民办教育进修学院及其犯罪嫌疑人曾某因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依照刑法原第201条、
第221条之规定，应当对犯罪嫌疑单位“判处罚金”，对犯罪嫌疑人“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但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其在“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
政处罚的”情况下，即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两相对比，足见《刑法修正案（七）》的处罚为轻
。基于本案尚未经过审判，故根据刑法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对本案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可以
适用《刑法修正案（七）》从轻处罚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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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疑难案例研究》：案例的典型性,案例的实用性,案例的理论性,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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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了这本书一系列的，好好静下心来研究
2、此书观点明晰，让人受益匪浅。
3、买来看看，多学习、借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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