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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盗窃罪作为较古老的侵犯财产犯罪，一直都倍受

刑法学界的关注，这不完全是因为盗窃罪对于社会秩序具有较严重的破坏性，还在于盗窃犯罪行为极具复

杂性及因此产生了很多理论和司法疑难。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但对盗窃罪的基本理论问

题展开了全方位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对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实现了理论上的解

决。全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本文的研究是从对盗窃罪的立法考察开始，其中包括对中国盗窃罪立法的历史考察，外国盗窃罪的立

法考察，并且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盗窃罪目前的立法及研究状况。 

二、盗窃罪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盗窃罪客体的认识有很多观点，主

要有“所有权说”、“所有权加占有权说”、“控制权说”。通过对这些观点的评析发现它们都有一定的

局限性。在法律体系中，所有权概念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民事权利的所有权，另一种是作为法律制度

的所有权，刑法中盗窃罪客体所保护的所有权关系应该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所有权，所以得出结论，盗窃

罪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制度。与犯罪客体直接相关的是犯罪对象问题，盗窃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行为侵

犯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物质表现形式，某些特殊的财物能否成为盗窃罪对象并非是一目了然的。本文对不

动产、违禁品、无形财物、证券 (有价证券和无价证券)、电话帐号、码号及通讯线路、人体及器官等特殊

财物能否成为盗窃罪对象作了深入的探讨。 

三、盗窃罪客观方面主要是指秘密窃取行为，秘密窃取行为是盗窃罪区别其它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志。所以

关于盗窃罪客观方面主要论述了秘密窃取行为，包括秘密窃取行为中秘密的含义、秘密窃取的过程、财物

的控制关系、秘密窃取的手段。盗窃罪的成立对犯罪主体没有特别要求，但行为人必须是自然人，单位不

能成为盗窃罪主体。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包括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本文不但深入讨论了盗窃罪故意中的认

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而且对盗窃罪故意与犯罪目的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阐释，同时分析了盗窃行为人认识

错误及法律后果。 

四、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认定和处理盗窃犯罪，就必须研究清楚较难认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区分盗

窃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是注意区分盗窃罪与一般盗窃行为的界限。影响盗窃罪定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而不是单一的。盗窃数额应当成为盗窃罪定罪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盗窃次数和盗窃其他情节对

定罪也同样有影响，有时这种影响可能还是至关重要的。在司法实践中，某些特殊的盗窃行为能否构成盗

窃罪并非容易判断，这些行为包括拾得遗失物，盗窃自家或近亲属财物，盗窃与他人共有财物，非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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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的财物，窃取自己已被没收的财物，窃取自己所有而被他人占有的财物，计算机互联网络窃用及使用

盗窃。 

五、盗窃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有时是不容易判断的，这也是司法认定时的难点之一。容易与盗窃罪界

限不清的犯罪包括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侵占罪、贪污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毁坏公私财物罪及计算

机犯罪。在具体论述盗窃罪与每一种相关犯罪的界限时，根据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很多建

设性的观点，并有较充分的论证。 

六、盗窃罪的犯罪形态是盗窃罪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之一。本文讨论了盗

窃罪预备、中止后，重点论述了盗窃罪既遂未遂标准和共同盗窃犯罪。在评析关于盗窃罪既遂未遂标准的

七种学说基础上，坚持“控制说”，并且结合司法实践对盗窃罪既遂未遂标准的控制说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具体阐释了在复杂多样的案件中如何理解控制财物。同时还分析了盗窃罪主观故意及盗窃数额对盗窃

罪既遂未遂的影响。对共同盗窃罪的讨论集中在共同盗窃罪的特征、共同盗窃罪的形式及共同盗窃罪刑事

责任的认定。 

七、盗窃罪的刑事处罚涉及三个问题：首先，影响盗窃罪量刑的因素，其中包括盗窃数额和盗窃情节。其

次，在涉及盗窃数额的计算中，重点论述了多次盗窃及当销赃数额高于盗窃数额时的计算原则。最后，盗

窃罪的死刑适用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存与废的两种观点皆有说服力，本文同意立法的选择。但盗窃罪

处罚的轻刑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虽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保留对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是必要的，但

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就更是必要的。严格限制盗窃罪的死刑适用，在某种意义上，符合了世界范围内对盗窃

罪处罚轻刑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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