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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 
周施越 

（江苏钟山明镜（盐城）律师事务所   224100） 

摘要：本篇文章针对故意伤害罪的司法状况展开了简要的阐述,并剖析了故意伤害罪中较为普遍的关于司法方面的法律问题,对故
意伤害罪也进行了简要的刑法学上的阐述,并期待有助于完善中国现阶段的司法分为,共建更为和谐的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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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的国际司法界中,关于对故意伤害罪的区分的基本构

成要件,以及对故意伤害罪的评价准则是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的。故
意伤害罪具体上是指故意的或者非法的侵犯他人的身体自由的犯
罪行为,是国家刑罚中侵害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之最的
一类,所以,针对故意伤害罪进行刑法学上的重新解读,是十分有必要
的。 

一、我国故意伤害罪的司法现状 
为了能够切实的提升故意伤害罪在司法刑法学在解读上的精

准性和正确性，有关的学者针对我国故意伤害罪的司法现状开展了
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其结果表明,中国人在判断故意伤害罪的实际过
程中,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判定的误区的,例如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
六年期间,中国的对于一般故意伤害罪的一般立案量就始终保持在
十万件以内,不过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对于故意伤害罪的一般立案
量却反而在迅速的上升,截至到二零一八年,与故意伤害罪相关的一
般立案量就已超过了二十万件。相关研究工作人针对这一现象展开
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后发现,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数量大幅度增长的原
因有二，一是,由于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的司法力量进一步的加强,
以及政府利用了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人民的总体法律意识又有了
大幅的增强,法制也切实的变成了人民保障自身正当权益的主要工
具;二是,也由于中国的有关司法部门在某种概论情况中将轻伤故意
伤害罪判定为故意伤害罪。 

二、故意伤害罪常见的司法问题 
（一）将正当防卫判定为故意伤害罪 
在实际进行有关司法问题的处理中,把正当防卫制度判定为故

意伤害罪,是较为普遍的司法误解之一。正当防卫的比较典型的情形,
是甲和乙双方之间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了冲突,在实际的处理中,如
果乙方首先对甲方进行了粗暴的行为,甲立即还手,并将乙达成了轻
伤。普遍来讲，相关司法机关会将这一情况认定为相互斗殴， 并
且认定甲方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二）将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把刑事被害人所承诺的保护行人行为确认为故意伤害罪,也是

当前关于故意伤害罪在司法上的主要误解之一,关于这一误解一般
有这样的一些看法:第一,以是不是触犯了公序良俗来判断是不是否
成立了故意伤害罪。根据这一观点并加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给
被害人承诺的时间,只是导致了更长时间的身体上的伤害,才不阻却
违法行为;其次，得到承诺的伤害不会被成立犯罪。这一观点认为，
既然刑法上只规定了得到承诺的杀人罪，但是没有规定基于承诺的
伤害罪，也就表示基本被害者承诺的上海是不构成犯罪的。最后，
得承诺的轻微损害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这一观点同时也表示基
于被害者承诺造成了重大损失的,因此也就无法证明是故意伤害罪。
分析这些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不管在刑事上是不是经过规定了得
的承诺伤害人,也不管站在行为无价值的立场上,也还是站在结果无
价值的立场上,人们已经形成的共识是,针对基于被害人承诺而导致
轻伤的,就不需要被确认为故意伤害罪,也就是说犯罪中被害人对轻
伤的责任承担是合理的。 

（三）将缺乏伤害故意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刑法来将,其在内容上并未规定暴行罪,而这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故意伤害罪并不能作为暴行罪的结果而加
重其罪,所以,设立故意伤害值是为了要求相关行为人具有损害的故
意,并对损害的后果有人事并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三、故意伤害罪的刑法学解读 
（一）故以伤害罪的保护法益 
从刑事的视角上分析,其法益主要涉及刑事保护的、客观上,可

能会危害或者威胁个人生命、身体以及自由,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正是因为这样,在针对故意伤害罪进行司法判
决的时候,就必须更全面的运用了刑法的基本分则中的有关条款作
为最主要的根据和基础,并由此来进一步确立了故意伤害罪的保障
法益,从而发挥了刑罚的根本性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在实际情况,故
意伤害罪本身是侵犯了他人生命或者财物安全的一个暴力的犯罪
行为,在很多的案例中,暴力事件的实际受害者因为对于自己人身安
全上的考虑,为对方进行了合理的反击行为,是负荷故意伤害罪的保
障法益的范围内的。 

（二）故意伤害罪的违法认定标准 
近些年，故意伤害罪在我国的实际联的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多，

有关故意伤害罪的违法认定的标准是故意伤害罪的主要判定根据，
有关人员在进行故意伤害罪的确认的时候,要全面的按照犯罪鉴定
上的规范。在对故意伤害罪的有关案情的实际判断中,需要着重的衡
量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犯案的成因,即在审视这一成因中,
需要深入分析故意伤害罪所产生的问题,从而确定在本案中的事实
上自己过错方,以从根本上加强案件在处理上的原则；其次，就是行
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深入分析这一关系来有效掌握案
件的内在的关联，以提高案件在判定上的公正程度。 

（三）故意伤害罪的构成条件 
为全面的构建我国良好的社会周边环境,要根据对故意伤害罪

的实际构成要件做出更细致的分类,并由此来真正提高对故意伤害
罪在评价上的合理性。它在形成的条件上,大致会包括以下三方面的
内涵:第一是主体课题上的权利要求,即受到侵犯的客体必须是他人
的身体权益,即包括了他们全部的人体器官和组织权利等;其次,是对
客体要求,具体是说在客观方面的非法两队其他人的身体造成了不
同程度的损害；最后的主体要求,在故意伤害犯罪中,其主体要超过
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并具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嫌疑人明知
某些行为会带来他人身体的危害,还在主观上有意放任一些情况的
出现,导致了不良的后果。 

结束语：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是非常重视法治社会的建设的，
正是因为这样，对故意伤害罪的司法现状进行刑法学上的分析是非
常有必要的，相关人员要详细的掌握故意伤害罪的实际判定标准和
相关的判定依据，最终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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