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 失 犯 罪 心 理 初 探

周 晖 国

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
,

把犯罪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
.

过

失犯罪
,

在犯罪分子主观心理上与故意犯罪显然不同
,

我们在犯罪心理学 中不仅要研究故意

犯罪的心理
,

也要研究过失犯罪的心理
。

这对于更好地把握和认定过失犯罪
,

阐明过失犯罪

应负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
,

以及对过失犯罪的预测和预防
,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 ) 心理是指人的内心活动
,

它是人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称
。

过失犯罪心理
,

就是驱

使行为人实施过失犯罪行为的各种心理现象
。

唯物主义认为
,

人的心理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人脑的活动
。

列宁说
: “

心理的东西
、

意识

等等是物质 ( 即物理的东西 ) 的最高产物
,

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 别 复 杂 的 物质 的机

能
. ” ① “

我们的感觉
、

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
。 ” ②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正确

而真实的反映
,

则是人的心理反映的一般特点
。

正是这个特点
,

才使得人们能够认识现实及

其客观规律
,

并且在以后的理论和实践中证明和运用这些规律
。

列宁指出
: “

在唯物主义者

看来
,

人类实践的
`

成功
’

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
. ’ ①

然而
,

在人们具体的认识过程中
,

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时常会出现错误的或不真实的反映
,

这就是
,

人的心理反映不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
。

这不仅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
,

而且在我

们的工作和事业中都有很多例子得到证明
.

过失犯罪的心理反映
,

则是完全属于行为人主观

上对客观实际情况的错误的和片面的反映
.

过失犯罪心理对客观现实的错误反映与人的一般心理及故意犯罪心理中出现的对客观现

实的错误反映不同
。

后者
,

虽然主体尽了 自己最大的努力
,

力求正确而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
,

以达到 自己行为的 目的
,

但由于各种主
、

客观条件的 限制
,

使这种正确
、

真实的反映成为不

可能
,

终于导致对客观现实的错误的反映
;
而过失犯罪心理则不然

,

它对客观现实的正确而

真实的反映
,

在主
、

客观方面本来都 具有可能性
,

而只是由于行为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
,

才导致对客观现实的错误的反映
,

从实质上说
,

它是由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之应有注意的缺

乏
,

违反了自己的注意义务所致
.

疏忽大意的过失
,

行为人本来应当预见 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 危害社会的结果
,

但由于疏

忽大意而没 有能够预见
,

以致发生了危害结果
.

对行为人的心理进行分析
,

行为人之所 以对

危害结果疏忽大意
,

就在于行为人对 自己的行为马马虎虎
,

草率粗心
,

对危害结果没有引起

注意和重视
,

采取了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
。

过于 自信的过失
,

行为人虽然预见到危害结果发

生的可能性
,

但由于采取了掉以轻心的态度
,

轻信危害结果不致会发生或者能够避免
,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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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

最终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
。

从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来看
,

行为人对危

害结果发生的危险虽然有所注意
,

但缺乏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

无论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或过

于 自信的过失犯罪的发生
,

均在于行为人应有注意的缺乏
口

一是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未

予注意
,

一是虽知有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但仍未予足够的注意
。

因此
,

对危害结 果 之 注

意的缺乏
,

不失为过失犯罪心理的本质特征
。

(
.

二 ) 注意
,

就是人的心理活动对一定客体的指向和集中
.

所谓指向
,

就是在一定时间

或特定的情景中
,

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朝向一定客体而离开其余的客体
;

所谓集中
,

是指心理

活动集 中于注意的客体
,

以达到一定的清晰和完善的程度
,

在大脑中获得最完全的反映
,

从

而提高心理活动感性的
、

理性的或运动的积极水平
。

注意的功能和作用
,

首先在 介它的选择

性和集中性
,

就是选择那些对我们主体有意义的
、

符合需要的
、

与眼前活动目的相一致的客

体
,

而对其它事物加以回避
;
保证心理活动集中于客体

,

从而获得特别清晰的反映
。

其次在

于它的保持性
,

即把反映所注意的对象较长时间地保留在大脑中
,

直到完成任务
,

达到目的

为止
。

再次就是它的监督性和调节性
,

如果注意一时出现不集中的现象
,

大脑可 以自觉地加

以监督和调节
,

使注意力保持集中
。

然而
,

如果在我们的工作和活动中缺乏注意
,

即心理活

动没有指向和集中到自己工作和活动任务的对象上
,

或者离开了 自己工作和活动 任务 的 对

象
,

那么注意的功能和作用便不能发挥
,

对 自己的工作和活动及其可能发生的结果就不可能

有清晰
、

完善的认识
,

对客观实际情况就难免会作出错误的反映
,

如果行为人所从事的工作

和活动具有某种危险性
,

那么行为人对危险结果的发生也就难以预料和避免
.

根据注意之有无 目的和有无意志努力
,

我们可以把注意分为不随意注意
、

随意注意和随

意后注意
。

不随意注意
,

也叫无意注意
,

是指事先没有预定的目的
,

也不需作意志努力的注

意
,

它不被人的意识所控制
.

如别人大声说话而引起的我们的注意
,

就是不随意注意
。

对一

些危害结果出现较快的过失犯罪
,

不随意注意的缺乏起着重要的作用
。

比如某些过失杀人
、

过失伤害等犯罪
,

由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比较迅速
,

有的甚至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

行为人对危

害结果的发生很难加以有目的的注意和控制
;
但根据行为人的注意能力

,

在当时的情况下
,

行为人对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应当引起注意并及时加以避免
,

而行为人没有能这样做
.

这种注意的缺乏
.

即属于不随意注意的缺乏
。

随意注意
,

也叫有意注意
,

即有预定的 目标
,

必要时还需作一定的意志努力的注意
。

它总是与人们 自觉地执行某项活动和任务联系在一起

的
。

对容易发生危险的工作和活动
,

则要求行为人有较高程度的随意注意
。

违反这种注意义

务而导致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
,

如失火
,

过失决水
,

过失爆炸
,

过失破坏易燃
、

易爆设备
、

交通设备等犯罪
,

即属于随意注意的缺乏
。

随意后注意
,

又叫习惯注意
,

是指从 事 某 项 活

动
,

本来没有兴趣
,

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才能保持其注意力
,

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

便逐渐

发生了直接的兴趣
,

而不需意志努力就能保持 自己的注意
。

这种注意已成为习惯
,

即使无意

识活动
,

也能知觉即将到来的刺激
。

如驾驶员每次开车前对车前有无行人的注意
,

就属于随

意后注意
。

长期从事容易发生危险的工作和活动的人
,

则要求对危险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养成

习惯注意
。

对这种注意义务的违反而构成的过失犯罪
,

如交通肇事
、

厂矿重大责任事故
、

过

失泄露国家机密等犯罪
,

即属于习惯注意的缺乏
.

在过失犯罪中
,

行为人对 危害结果之注意义务的违反
,

必须是能注意而缺乏注意
。

而能

否注愈
,

除客观条件外
,

还取决于行为人的注意能力
。

也就是说
,

有注意能力的人
,

在应当

注意的 t青况 卜
,

对危害结果未 r 适当的注意而导致危尖结果的发生
,

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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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注意能力
,

即引起和集中注意的能力
,

它是人的个性能力的一种
。

注意与人的高级

神经活动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

巴甫洛夫创立了注意的最适宜兴奋灶学说
,

A
·

A
·

乌赫 托 姆

斯基创立了注意的优势兴奋灶学说
,

来解释注意的生理机制
。

注意能力和人的其 他能 力 一

样
,

是在个体自然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实践活动形成的
,

而后天的社会

条件和实践活动对人的注意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由于 自然素质和后天环境及 实 践 活 动

的差异
,

各人注意能力的形成也不相同
.

有的学者根据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和人的个性特

点
,

把人分为细心的人
、

疏忽大意的人和分心的人
。

① 细心的人易于引起和集中注意
,

对 间

题的分析判断全面而深刻
;
疏忽大意的人则不善于把注意集中在对象上

,

表现于判断和结论

的片面性
; 而分心的人

,

其注意受外部情景所控制
,

意志调节力极其微弱
。

从犯罪心理学研

究的角度看
,

对人的注意能力进行这样的划分
,

在分析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及过失 犯 罪 的 预

测
、

预 防等方面是有意义的
,

但对于确定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则意义甚微
,

因为危害结果一旦

发生
,

我们就不能以行为人是细心的人
、

疏忽大意的人或分心的人来评定行为人 的 刑 事 责

任
。

从另一个角度
,

我们可以把人的注意能力分为二般注意能力和特殊注意能力
。

所谓一般

注意能力
,

是指社会一般成 员所共同具有的注意能力
.

根据个体的年龄
、 、

发育状况
、

社会实

践和社会教育等
,

只要具备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注意水平
,

就应视为具备了一般注

意能力
.

在过失犯罪中
,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

只要危害结果为一般人所能注意并加以预见

和避免的
,

而行为人 已具备一般注意能力
,

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却未加预见和避免
,

行为人则

应负过失责任
。

我们在评价行为人的注意能力时
,

首先应该根据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分析其注

意能力水平
,

然后参照一般注意能力的标准
,

来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违反了注

意义务
。

所谓特殊注意能力
,

是指具有专门知识
、

经验或者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在某一方面所具有

的特殊的注意能力
.

这种注意能力不是为一般人所共同具有的
,

而为某些人所特有
。

如汽车

驾驶员
,

由于专门知识的学习和长期职业的锻炼
,

对汽车性能
、

路上行人及各种动静
、

道路

情况和各种标志的注意能力就大大优于一般人
;

长期操作易燃易爆设备的人
,

对设备危险的

注意能力也为一般人所不及
.

因此
,

在
一

认定过失犯罪的时候
,

对危害结果注意义务的违反
,

除了考察行为人的一般注意能力之外
,

对具有特殊注意能力的人还应当予以特殊考察
.

有些

危害结果的发生
,

对于一般人来说
,

无力予以注意并加以预见和避免
,

不能认为是违反了注

意义务
,

而是意外事件
;
但对于具有特殊注意能力的人

,

完全可以加以预见和避免
,

则可 认

为违反了注意义务
,

应当负过失责任
。

(三 ) 通过对过失犯罪心理的初步分析
,

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更好地把过失犯罪与

故意犯罪和意外事件区分开来
。

故意犯罪心理与过失犯罪心理的区别主要在于
:

故意犯罪 (不论是直接故意 或 间 接 故

意 )
,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着足够的注意且明知会发生
,

而采取了希望或放任的态度
,

危害

结果的发生一般都在行为人的料想 之中
;
过失犯罪中

,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缺乏应有的注意
,

采取了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
,

其危害结果的发生都在行为人的意料之外
。

意外事件与过失犯罪在心理上的区别主要是
:

意外事件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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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析 犯 罪 的 伦 理 因 素

姜 伟

古人云
:

仓案实
,

知礼节
, 衣食足

,

知 貌
.

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
,

都接受着

荣辱
。

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
,

却出现 社会的教育
,

熟悉着社会规范 (包括道德规

一种反常的社会现象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范 ) 的要求

,

一个有着 良好品德的人绝不会

不断提高
,

犯罪并不是 日趋减少
,

某些财产 毫无节制地放纵并满足自己的个人需要
,

而

性案件倒有增多的势头
,

甚至连反革命特务 是首先认识社会的要求和他人的需要
,

在社

犯罪也明显地散发着
“

臭铜味
, 。

大量的调
·

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考虑个人的需要
。

查结论表明
,

犯罪已由
“

饥寒起盗心
”

的贫 犯罪固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

应该

困型转化为
“

吃喝玩闹
”

的享乐型
.

这反映 承认
,

社会环境
、

历史条件
、

家庭影响等客

出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极端落后的伦理思想的 观情况是导致犯罪的决定性因素
,

但是
,

一个

矛盾
,

丰衣足食与梢神空虚的矛盾
,

物质文 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

与他们自身的

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
.

认识和探讨 思想品质
、

道德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

我国

导致犯罪的伦理因素
,

对于正确制定打击犯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共产主义

罪
、

预防犯罪的基本对策
,

具有极为重要的 道德及社会公德与社会主义法相互渗透
、

相

意义
。

互补充地调整着全体公民的社会活动
,

保障

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

由于共产主义

道德及社会公德与社会主义法在本质上是一

所谓伦理
,

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 致的
,

所以
,

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

道德和原则
,

是对道德关系的概括
.

犯罪既然 着法制观念 的强弱
。

可见
,

社会主义制度和

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
,

那行为人的道德观 共产主义道德是根除犯罪的基础
,

不是滋生

念 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
,

行为人的行为也必 犯罪的根源
。

分析犯罪人的伦理动机
,

我们

然反映着他的道德观念
。

心理学认为
,

人的心 可 以作出这样的结论
,

缺乏共产主义道德或

理结构是由于需 要
-

一动机
-

一行 为 构 成 道德信念不坚定是一切犯罪人的共同特征
,

的
。

需要和动机都是人的心理 现象
,

是客 有些人甚至是
“

悖德狂
” .

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

它们不仅反映客观 人的道德品质是由道德认识
、

道德情感
、

的外界事实
,

也反映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风 道 德 意 志
、

道德信念
、

道德行为诸因素构

叫目
. 呻叫

.

十
月
卜卜一冲月 卜卜

.

曰目 曰叫
.

呻~ 卜十
.
卜卜加卜

, 卜幸闷
.

呻川
.

十
闷卜十

闷 .

冲月 卜十.

叶叫 卜十
.
卜 +闷 卜峥闷 卜卜

, 卜十
,
卜十

确

叫曰
.

呻 “ 卜十闷 .琦叫 .

峥
闷
卜十

门

目卜
翻今引呼

曰扣十
月 ,

冲叫 .

咔
阅 . 今

.
卜十

. 护浦叫

能预见
,

或者虽有预见但无法抗拒和避免
,

其危害结果的发生不 在 于 行 为人之缺乏注意
,

而在于行为人之无能为力
;
过失犯罪则不同

,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仅可 以预 见
,

而 且 可 以

采取措施予以防
.

1上和避免
,

但由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缺乏应有的注意
,

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

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