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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命冲突中的杀人行为要么违法，要么因成立紧急避险而被正当化，不

可能处于 “法外空间”之中。根据宪法中的人权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等条款，公民的生命在价值上不得以质量或者数量为标准进行比较。

但是，生命冲突中双方生命的值得保护性却可能存在差异。以紧急权体系为分析框

架，当冲突一方属于紧急状态的引起者时，其生命的值得保护性会降低，这就为防

御性紧急避险中杀人行为的正当化提供了可能 ; 而以攻击性紧急避险为表现形式的

杀人行为，则只可能成立责任阻却事由。

关键词: 生命冲突 紧急权 防御性紧急避险 攻击性紧急避险 期待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

在危难关头牺牲他人生命以保全另一生命，不是仅出现在思想实验中的假设事例，而

早已成为司法实践需要面对的真实场景。

案例 1 : 2002 年 5 月 3 日下午 5 时 40 分左右，张某与王某到某公园游玩。由于已近下

班时间，公园丽水湖的管理人员均已提前离岗，两人遂私自解开一游船上湖游玩。该船年

久失修，至湖心时溢水下沉，两人同时落水。王某抓住了船上唯一的救生圈，张某向其游

去，也抓住救生圈。由于救生圈太小，无法承受二人的重量，两人不断下沉。此时，张某

将王某一把拽开，独自趴在救生圈上向岸边游去，得以生还。王某则溺水身亡。〔1〕

案例 2 : 李某某 ( 女，21 岁) 骑自行车路遇张某 ( 男，22 岁 ) 企图抢车。李某某表示

愿意让张某将车推走，但提出将车上的打气筒留下，以便还给别人，张某同意。李某某在

卸打气筒时，趁张某不备，用打气筒朝其后脑猛击，将其击晕在地。李某某骑上车进入某

村，见天色已晚，遂留宿在一老太太家中。老太太恐客人害怕，便让女儿陪李某某睡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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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不料，李某某借宿的恰是张某之家，主人正是张某的母亲和妹妹。张某苏醒后回到家

中，从母亲口中得知李某某留宿之事后，大为惊慌，遂问明李某某睡觉的方位，取出铡刀，

进入西房，摸准睡在炕外侧的人头，照脖颈部猛砍一刀。可是，由于李某某先前始终未能

入睡，张某母子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故在张某进屋之前，赶紧把自己和已经熟睡的张

某之妹调换了位置。因此，张某杀死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妹妹。〔2〕

此外，近年来出现了多起受胁迫而杀人的案件，无不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热议，人们

对于应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是歧见重重、莫衷一是。

案例 3 : 2007 年 3 月 20 日晚，袁某、周某以嫖宿为名，在昆明某地驾车将卖淫女何某、

李某和方某从发廊骗至呈贡县吴家营乡的农田旁。袁某和周某谋划让卖淫女自相残杀，以

便掌握杀人证据后能更好地控制她们。于是，二人拿出三张牌对三名女子说，他们是一黑

道组织的人，现在要她们中的两人加入，但多出的那个人必须死。两张 9、一张 K，谁抽到

K 谁死。方某恰巧抽到了 K。袁、周以杀死何某、李某相威胁，逼迫二人用匕首杀害方某。

先由周某握住两人的手刺杀方某，再由两人分别刺杀方某，直至其死亡。为了保留杀人证

据，袁某在一旁用手机拍下了杀人的全过程。2008 年 3 月 5 日，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对何

某、李某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3〕

案例 4 : 2015 年 11 月 10 日，刘某、岳某、陈某、冯某四人将某集团董事长章某某绑架

至一居民屋内，向其索要 1 亿元。四人为确保拿到赎金，用刀枪胁迫章某某以绳索勒颈的方

式将一名按摩店女员工吉某杀害，并将杀人过程录像，之后将章某某释放回家令其准备赎

金。章某某于 11 月 11 日凌晨 4 时到公安局报案，公安部门将刘某等四人抓获。〔4〕

随着世界范围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像 “9·11”事件那样由恐怖分子劫持载有乘客的

大型交通工具撞击有大量平民聚集的公共建筑物的情形，已成为各国政府需要随时加以防

范的现实危险。因此，完全可能发生以下情况 :

案例 5 : 恐怖分子劫持载有百余名乘客的飞机，试图撞击一幢有千余人在内的大楼。国

家或者公民个人在来不及疏散楼内人员的情况下，在飞机即将撞上大楼的前一刻将飞机击

落，导致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为应对 这 种 可 能 出 现 的 紧 急 事 态，已 有 国 家 进 行 了 立 法 上 的 尝 试。例 如，德 国 曾 于

2005 年颁布航空安全法。该法第 14 条第 3 款、第 4 款分别规定: “对航空器直接使用武力

的行为只有在满足了以下条件时才能得到允许，即根据事实情况，能够认定航空器已被用

作攻击人之生命的工具，并且直接使用武力是避免这一正在发生之危险的唯一手段”; “只

有联邦国防部长或者联邦政府内合法代理行使其职权的阁员，才能下令实施本条第 3 款所规

定的措施”。〔5〕上述条款引起了德国宪法和刑法学界的热烈讨论。在我国，尽管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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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正式进入立法和司法的视野，但随着 2015 年反恐怖主义法的颁布，以及该法对遏

制打击恐怖犯罪和尊重保障人权并重原则的确立，如何应对暴力恐怖袭击引起的生命冲突

事态，必将成为我国刑法学界需要高度关注的课题。

对生命冲突案件的分析与裁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一国刑法的出罪事由及其理论

的完备性，也能够鲜明地折射出一国刑法和刑法学的基本立场。对于这个重大的基础性问

题，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有所关注，有的探讨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6〕但迄今为止的研究，

就是整体来说可能还存在以下不足 : 第一，零碎分散，就事论事。目前，多数著述尚停留

于以个案为研究对象，鲜有对生命冲突案件进行全面系统的类型划分，也缺少对不同案件

的处理思路进行教义学上的体系性总结与提炼。第二，视域偏窄，思路单一。在讨论生命

冲突问题时，习惯于将目光局限在攻击性紧急避险的框架内，忽视了对宪法学、紧急权体

系、刑罚目的等多领域研究工具和资源的综合运用。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回答若干前提

性问题，接着结合中外典型案例，对涉及生命冲突的两大案件类型，即 “危险共同体的内

部牺牲”和 “生命危险的单纯转嫁”，分别进行分析。

二、三个前提性问题的厘清

在探讨具体的案件类型之前，需要预先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 1 ． 对于生命对生命的避险

来说，其可能的出罪根据是单一的还是多层次的。2 ． 针对相关避险行为的判断结论，是否

只有合法与违法这两个选项。3 ． 以生命为牺牲对象的避险行为有无正当化的余地。
( 一) 不成立犯罪≠成立紧急避险

从我国不少学者对生命冲突案件的分析中，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推理逻辑 : 由紧急状态

下的特殊事实情况所决定，将行为人致他人死亡的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罚是不适宜的，故应

当将该行为认定为紧急避险。〔7〕这种论证思路忽视了出罪事由的层次性和多元性，有意无

意地将 “不成立犯罪”与 “成立紧急避险”完全等同了起来。

犯罪的成立要件有二 : 一是行为以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方式对法益造成了不应有的侵

害 ; 二是行为人能够并且需要为法益侵害负责。因此，排除犯罪成立的理由也必然是多样

的。某一行为不为罪，既可能是因为该行为与构成要件不合，也可能是因为该行为造成的

法益损害例外地得到了法秩序的认可，亦 可 能 是 因 为 行 为 人 无 法 或 者 无 需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可以确定的是，紧急避险不是构成要件排除事由。那么，能否以行为人欠缺有责性为由认

定其成立紧急避险?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 : 刑法第 21 条规定的紧急避险究竟是单纯的违法阻

却事由，还是同时兼具阻却违法和阻却责任这两项功能? 根据利益衡量这一违法阻却事由

的基础性原理，只有当行为保护的利益高于其损害的利益时，它才能被正当化。因此，假

如刑法第 21 条像德国刑法第 34 条、日本刑法第 37 条那样，明确规定紧急避险的成立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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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造成的损害小于或者不超过其所欲避免的损害为前提，那么该条规定的紧急避险自然没

有争议地属于正当化 事 由。笔 者 认 为，尽 管 刑 法 第 21 条 并 未 对 避 险 限 度 的 内 容 作 明 确 界

定，但仍应将该条所规定者确定为违法阻却事由。

第一，在刑法典草拟的过程中，包括 1950 年的 《刑法大纲草案》、1954 年的 《刑法指

导原则草案 ( 初稿) 》以及 1957 年的 《刑法草案 ( 初稿) 》 ( 第 22 次稿) 在内的历次稿本，

关于紧急避险的条文都明确规定了行为造成之损害应轻于所避免之损害。只是从 1963 年的

《刑法草案 ( 修正稿) 》 ( 第 33 次稿 ) 开始，才形成了与现行刑法基本相同的表述。〔8〕至

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种条文措辞上的调整意味着立法者对紧急避险

的定性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反，有关回顾和总结刑法典制定过程的权威文献指出，现行刑

法中的 “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一样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正确行使这项权利，对社会也

是有益无害的”; 紧急避险的 “必要限度通常是指引起的损害比所避免的损害较轻的情况，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说紧急避险行为客观上对社会是有益的”。〔9〕

第二，即便从客观解释的立场审视刑法第 21 条，也难以认为其包含了责任阻却事由。

首先，尽管刑法第 21 条 未 明 确 包 含 有 关 法 益 衡 量 的 字 眼，但 其 第 2 款 规 定 紧 急 避 险 不 能

“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这种对行为限度的强调实际上已表明，该条文至少是

倾向于根据行为本身造成的法益损害是否值得法秩序予以肯定这一点，来确定能否排除避

险行为的犯罪性。其次，从反面来说，倘若本条的紧急避险包含责任阻却事由，那么避险

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就不完全取决于法益损害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而是也取决于行为人是

否具有值得宽恕和原谅 的 特 殊 情 状 ; 既 然 如 此，客 观 的 损 益 界 限 要 求 就 显 得 多 余。因 此，

凡将紧急避险视作责任阻却事由的立法例均不会出现 “必要限度”一类的用语，例如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刑法第 54 条、现行德国刑法第 35 条等。

第三，我国民事法律没有对紧急避险进行具体定义，要把握民法通则第 129 条和侵权责

任法第 31 条中 “紧急避险”的含义，必须求助于刑法第 21 条的规定。这就说明民刑两大

部门法中的紧急避险概念是桴鼓相应的 ; 我们在界定紧急避险的性质时，不能不考虑两者

的衔接关系。民法通则第 129 条和侵权责任法第 31 条规定，避险行为人在没有过错的情况

下，无须承担任何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 在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避险人又无过错的情况

下，行为人承担的只是基于受益人身份的公平责任〔10〕 ) 。由此可见，紧急避险连民事违法

性都没有，它是完全而彻底的违法阻却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刑法第 21 条包含了

责任阻却事由，则势必破坏民法和刑法中紧急避险概念的统一性。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险只是违法阻却事由。所以，一方面，生命冲突案

件中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不宜受到处罚，这不是将之归入紧急避险的充分理由 ; 另一方面，

即便行为不成立紧急避险，也只是说明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但不意味着必然成立犯罪。这

是因为，当行为人具有值得谅解的特殊情节，从而导致刑罚处罚失去必要性时，完全可以

在责任层面根据某种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实现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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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法外空间”概念难以适用

“法外空间”指的是法秩序有意置身事外、不予规制的领域，该领域中的举动并无违

法与合法之分。〔11〕德国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刑法学，试图借以解决紧急避险、堕胎、自杀

等棘手难题。〔12〕阿图尔·考夫曼以法外空间说为依据明确提出 : 对于生命冲突案件来说，

法秩序难以找到合理的裁决标准，故只好撤回规范的要求、放弃规范的评价，从而使相关

行为既不受到禁止，也未获得容许。〔13〕

然而，笔者认为，法外空间理论不能成为生命冲突案件的解决路径。

首先，对于生命受到侵害的案件，不存在承认 “法外空间”的余地。在一个尊重公民

基本权利的国度里，公民的自由并非国家法律的恩赐，而是与生俱来的。〔14〕在一个认可多

种规范共生的多元社会中，只有当遇到攸关重大利益的事宜，并且其他规范均无能为力时，

法律方能介入其中。〔15〕国家不应也无需事无巨细地对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详加过问，法律不

应也无需将其触角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对于那些不与他人利益发生关联的纯粹私

人活动，或者对于那些只需借助其他社会规范就能予以良好规制的举动，法秩序没有加以

干涉的兴趣和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选择不予置评，恰恰既是尊重公民生活自由，也

是节约国家管制成本。但问题在于，生命冲突所涉及的绝非无关紧要的琐事，而是人的生

命这一最高位阶法益遭受侵害的重大事件。如果法律在这类案件中撤回了规范的命令、放

弃了规范的评价，就意味着被害人的生命不再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然而，如果国家一方

面声称对生命实行比任何其他法益都更为严格的保护，另一方面，在生命间发生冲突的案

件中，却仅仅因为被害人偶然身陷某种特殊的紧急状态就选择袖手旁观，这岂非自相矛盾?

其次，对于构成要件所涵摄的行为，难以形成 “评价真空”。在紧急状态下牺牲他人生

命的行为，无疑符合刑法第 232 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只要某种行为落入构成要件的范

畴，就必然受到刑法明确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一经形成，就表明立法者已经给它贴上

了违法性的标签。要想在个别的特殊情形中取消这种评价，就只能借助能够对禁止性规范

产生对抗效力的容许性规范。〔16〕可见，对于游离在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刑法或许还有采

取中立态度的空间 ; 可对于已经跨入构成要件门槛的行为，刑法不可能抽身事外。

最后，法外空间说在正当防卫的问题上无法得出合理结论。对牺牲他人生命之行为的

定性，直接决定了针对该行为能否实施正当防卫。对此，支持法外空间说的学者存在不同

看法 : 1 ． 有的认为，针对合法行为固然不能进行正当防卫，但由于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并

未得到容许，故避险行为的对象不负有忍受义务，其有权采取正当防卫予以反击。〔17〕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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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有自相矛盾之嫌。因为，该说在论证时有意无意地只是单方面强调行为未获容许这一

属性，却绝口不提处于法外空间的行为恰恰还具有不受禁止的性质。既然法外空间说认为

牺牲他人生命 的 行 为 在 不 合 法 的 同 时 也 不 违 法， 那 怎 么 能 将 之 归 入 不 法 侵 害? 2 ． 阿 图

尔·考夫曼注意到了前一学说的弊端，遂提出 : 由于牺牲他人生命的避险行为既不合法也

不违法，故与之对抗的行为不成立正当防卫，而是同样处在法外空间之中，没有合法与违

法之分。〔18〕根据这一观点，以前文案例 1 为例，假设当张某为夺取救生圈而拖拽王某时，

王某以暴力相反抗，则该反击行为以及后续的相互搏斗均处在 “无法无天”、弱肉强食的原

始状态之中。于是，冲突的最 终 决 断 权 就 完 全 归 属 于 在 体 能、力 量 上 占 据 优 势 的 那 个 人。

然而，在如生命这样重大的法益之间发生冲突的场合，正是需要法秩序予以公正裁决之时，

法律却竟然听任丛林法则大行其道，这在法治国家中是不可接受的。
( 三) 牺牲生命的避险行为有正当化之可能

1 ． 生命的不可衡量性之证成

从宪法的立场出发，应当坚持不同公民的生命在价值上不可比较的原则。

首先，生命权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宪制的存在前提，它在我国宪法的价值体系中处

于基础与核心地位。尽管宪法并未对生命权作明确规定，但这不妨碍生命权实际上享有的

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19〕其一，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的人权条款使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具有了

开放性，作为人权之基础的生命权自然处在宪法的保护之下。〔20〕其二，人类要获得有尊严

的存在和发展，其前提是生命的价值获得国家的承认。既然宪法第 37 条、第 38 条明确将人

格尊严列为保护对象，那它也必须对作为其基础的生命给予保障。由于人格尊严的要义在

于禁止将人格贬低为物化的工具，〔21〕故不允许将生命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其次，生命之间不存在质量上的差别。宪法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据此，不论公民之间在年龄、性别、智力、社会地位、受教育程

度以及健康状况方面有多大差异，生命一律等价 ; 不能因为不同人的生活质量、对社会发

展的贡献和意义有别，就对他们的生命进行任何价值上的高低排序。

最后，生命的价值也不能用数量来作比较。张明楷提出: “如果不允许以牺牲一个人的

生命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则意味着宁愿导致更多人死亡，也不能牺牲一个人的生命，这难

以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也不一定符合紧急避险的社会功利性质。由此看来，至少对保

护多数人生命而不得已牺牲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应排除犯罪的成立。”〔22〕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其一，财产法益能够以数量来衡量，根本原因在于它并非专属一人，而是可以在不同

主体之间交易和流转。然而，作 为 人 格 尊 严 之 基 础 的 生 命 却 始 终 专 属 于 某 一 特 定 的 个 人，

它无法在不同的公民之间交换、流通。一个人只能拥有自己的生命，其他人的生命数量再

多，也不可能移转于他所有。正是由于不存在同时享有多个生命的法益主体，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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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具有累计的可能。〔23〕

其二，宪法第 33 条第 2 款的规定不仅保证了不同个人之间的平等性，而且确保了少数

人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与多数人同等程度的保护。在法治国家中，“多数人的意志也要受到

更高的理性和法治制度的制约。如果把人民主权理解为多数人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也是危

险的。因为这有可能为经常出现的以多数人的意志来压制少数人的正当权利的恶劣行径作

辩护。”〔24〕可见，尽管根据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原则，多数人在决策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享有

更高的决断力，但多数人的尊严与人格并不高于少数人。少数人包括生命在内的基本权利，

绝不因为其数量上的势孤力单而可以沦为多数人的牺牲品。

其三，功利主义思想不宜成为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因为，功利主义对行为效果的

评判、对损益收支的计算，最终落脚于是否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曰 “对整个

社会是否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张明楷在论述行为功利主义违法观时，就曾明确指出: “如

果从个人主义的观点出发，就不应当将自己面临的危难转嫁于他人 ; 但从社会整体的立场

出发，在不得不丧失两个合法利益中的某一利益时，不管是谁的利益，保存价值更高的利

益才是理想的，正是基于对 整 体 社 会 利 益 的 考 虑，紧 急 避 险 在 刑 法 上 才 是 允 许 的。因 此，

说紧急避险对社会有益是完全成立的。”〔25〕显而易见，这一思想意味着社会整体可以凌驾

于公民个人之上，只要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个人权益可以成为被利用和牺牲

的对象。因此，“用功利主义思想去论证违法阻却事由的根据，这种做法最终是与人的尊严

相抵触的。”〔26〕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应从保障个人自由的立场出发，借助社会团结

思想，去探寻攻击性紧急避险的合法性根据。

其四，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同不能成为倡导以数量关系来衡量生命价值的理由。一方面，

在法治国家中，某个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不会仅因一时一地的民意而

横遭剥夺。另一方面，假使在某项民意测验中，90% 以上的受访者都赞同 “不得已时可以

通过牺牲 1 人的生命来换取 100 人的生命”，但需要注意的是，支持者大多是在默认自己属

于置身事外之第三者的前提下表态的。既然那个被牺牲的人与自己无关，多数受访者就会

自然而然地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认为，死 1 个人总比死 100 个人强。可是，一旦让受访者

换位思考，假定其本人就是那个即将被牺牲的对象，恐怕调查结论会发生变化。可见，民

意具有易变性和可操纵性，按照所谓的社会一般观念去裁决，难以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
综上所述， “人的生命是一种 ‘绝对的最高价值’，一种 ‘不可比较的人格价值’。该

价值使得人享有与所有其他法益，尤其是物质性法益相比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不得将生

命贬低为一种 可 以 进 行 收 支 结 算 的 数 值，从 而 使 之 变 成 单 纯 为 实 现 其 他 目 的 而 服 务 的 手

段。”〔27〕尤其是对于人权条款入宪不过十余载、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尚待强化和完善的我国

来说，容许牺牲个体生命去换取社会、集体甚至单纯经济利益的观念仍有不小的影响，故

确立生命法益不可衡量的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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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生命的值得保护性之差异的揭示

以上关于生命等价的论断，是纯粹就生命的抽象价值而言的。但是，侵害某一法益的

行为能否正当化，不仅取决于该法益在法律中的抽象价值与位阶，还取决于它在具体案件

中值得保护的程度。〔28〕尽管所有人的生命在法律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由个案的特殊情

况所决定，不同主体生命的值得保护性却可能存在差异。至于在何种情形下会产生此种差

别，从而导致杀人行为能够被合法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需要借助紧急权体系的建构。

紧急权 ( Notrecht) 是公民在紧急状态下为保护法益而损害他人法益的权利。损害他人

法益的行为能够得到法秩序的认可，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思想 :

第一，自由平等原则。宪法第 33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 51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

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据此，任何人未经他人同意，都无权损害其法益 ; 任何人对于他人无

正当根据损害自己法益的行为，都没有忍受的义务。

第二，社会团结原则。为了防止对自由平等的强调演变为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团结

思想提出 : 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照应 ; 任何人在必要时都应适当地

为他人牺牲自身利益，部分地放弃自己的自由。〔29〕社会团结原则的正当性可从以下两方面

得到论证 : 其一，宪法第 1 条第 2 款规定: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社会主义原则的确立，意味着我国的法秩序在维护公民个人自由的同时，必然也强调公民

之间应当互相扶助、国家应当为弱者提供照顾。〔30〕其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只能来自于公

民自身基于理性的同意，因此，只 能 从 公 民 的 同 意 中 去 寻 找 社 会 团 结 的 义 务 依 据。〔31〕对

此，有多种可能的论证路径 : ( 1 ) 交换正义的要求。该说认为 : 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永

远不会陷入紧急的危险状态，任何人也 都 期 望 自 己 在 此 情 形 下 能 得 到 他 人 的 照 顾 与 帮 助。

但是，假如绝对的自私自利成为普遍化的法则，每个人都只想得到别人的帮扶，却拒绝援

助他人，那么所有人最终都不可能达到自利的目的，故自私自利作为普遍法则本身就是自

相矛盾的。〔32〕于是，人们在追求利己目的的过程中，也必须尽到一些利他的义务。而公民

只有先承担向他 人 伸 出 援 手 的 义 务，方 可 使 自 己 在 未 来 遇 到 困 境 时 获 得 他 人 的 救 助。〔33〕

( 2) “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对社会正义原则进行选择时，应当

让参与选择的各方站在无知之幕的背后。〔34〕处于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具有理性，但对供他们

选择的各种正义原则的特殊事实，以及自己将会具有何种目的、倾向、个性等等都一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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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故他们势必倾向于选择使自己及后代人的生活起点不致因社会或自然的偶然因素而遭

受致命挫折的正义原则。〔35〕借用这一思想，当所有参与制定法律的人均立于无知之幕的背

后时，谁也无法预先知晓，他在将来可能发生的紧急状态中究竟会处于需要帮助者还是提

供帮助者的地位。于是，至少为了保护那些直接关乎个人生存的基本法益，人们愿意认可

要求社会成员相互给予协助的团结义务。〔36〕 ( 3 ) 主体间相互承认的结果。人只有在结成社

会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 单个个 体 也 只 有 在 为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社 会 网 络 中 相 互 尊 重、
彼此承认，才能最终保全其自身的完整性。据此，对于维护主体间相互承认的生活方式来

说，要求社会成员承担一定的社会团结义务就是必不可少的。〔37〕

正是在以上两大原则的基础上，紧急权的体系得以建构。首先，当某人以违反义务的

方式侵入他人的自由空间时，基于自由平等原则，受侵犯者不负有忍受、逃避的义务，他

有权在为有效制止侵害、保护法益所必要的限度内，对侵犯者的法益造成损害。由于这种

紧急权几乎纯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故在行使的过程中所受的制约条件最少。〔38〕这就是正

当防卫权。其次，当某人虽然对他人的自由空间造成了威胁，但并未实施违反义务的行为

时，一方面，由于这种威胁缺乏合法依据，故遭受危险的人没有义务全盘容忍，他有权对

危险来源者采取反击 ; 另一方面，由于危险来源者毕竟要么未现实地违反义务，要么不具

备实施合法行为的能力，这些值得体谅的事由使他仍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要求对方给予照

应的权利，故行为人的反击应比正当防卫更加克制。〔39〕此即防御性紧急避险权。最后，当

公民的某一法益遭遇险境时，基于社会团结原则，其他公民有义务做出一定的牺牲以协助

他转危为安。但由于社会团结毕竟只是在坚持自由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出现的例外，故建立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的攻击性紧急避险必然会受到最为严格的规制。
由此可见，随着紧急权损害的对象与危险源之间的关系不同，其法益的值得保护性大

小会发生变化，故对于不同的紧急权，在进行利益衡量时所能容许的法益对比关系自然也

存在重大差别。在正当防卫中，由于被损害者自己就是以违反义务的方式引起法益冲突之

人，故其法益的值得保护性 与 他 所 侵 害 的 法 益 相 比，会 大 幅 下 降。在 攻 击 性 紧 急 避 险 中，

由于被损害者是与危险引起无关的第三人，故其法益的值得保护性本身并无减损，只有当

其法益的价值明显低于受威胁的法益时，才能基于社会团结原则认为避险行为保护了较大

的利益，从而要求被损害者 承 担 忍 受 义 务。由 于 生 命 不 可 能 在 价 值 上 明 显 低 于 其 他 法 益，

故其绝对不能成为攻击性紧急避险的对象。在防御性紧急避险中，有两个反向的因素共同

影响着利益衡量的判断。一方面，避险对象是危险的产生方，故其法益的值得保护性必然

会有所下降 ; 但另一方面，由于避险对象并未实施违法行为，故其法益的值得保护性的下

降幅度不可能等同于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人的情形。由此决定，防御性紧急避险中的利益

衡量标准，较攻击性紧急避险要宽松，但又严于正当防卫。〔40〕所以，只要保护和损害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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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价值上基本相当，即可认为避险行为维护了较大的利益。〔41〕这就意味着，在行为人不

得已导致了危险来源者死亡的情况下，如果该行为所保护之法益的价值与生命法益相比并

不存在明显的失衡，该行为就有可能以防御性紧急避险之名获得合法化。
( 四) 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 第一，刑法第 21 条规定的紧急避险仅属于违

法阻却事由。生命冲突中杀人行为的出罪根据，既有可能在于行为成立紧急避险，也有可

能在于行为成立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第二，生命冲突中的杀人行为不可能处于法外空

间之中，其性质在合法与违法之间必居其一。第三，在防御性紧急避险中，为保全生命而

致他人死亡的避险行为存在被正当化的空间。

三、危险共同体的内部牺牲

危险共同体的内部牺牲指的是，二人以上同处一个危险境地之中，只有牺牲其中一部

分人的生命才可能保全其他人的生命，也才能避免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同归于尽。根据被牺

牲者与危险来源之间的不同关系，危险共同体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 1 ． 差别型危险共同体。

在这种情形中，被牺牲者与危险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样，属于危险所威胁的对象，但又与

危险源有着一定联系。其典型就是前文案例 5。由于飞机与建筑物即将相撞，故飞机上的无

辜乘客与建筑物内的人员都面临同一死亡危险 ; 但由于恐怖分子的劫持行为，乘客又与危

险来源，即高速撞向大楼的飞机，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了一起。2 ． 平等型危险共同体。在这

种情形中，危险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均处在危险源之外，都只是危险所威胁的对象。就该类

型而言，除前文案例 1 之外，实践中出现的著名案件还有 :

案例 6 : 1941 年，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精神病科医生 P 和 St 接到纳粹政府下达的命

令，要求他们遴选出医院中合乎条件的精神病人实施安乐死。两人意识到，一旦他们完全

拒绝服从这项指令，政府必定会让绝对忠诚于命令的其他医生代为实施，届时大量患者都

将性命难保。因此，P 和 St 只好选择执行命令，但通过隐瞒事实将不少本来符合条件的患

者从名单中删除，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被执行安乐死的人数。〔42〕

( 一) 正当化事由之考察

1 ． 正当防卫 : 侵害者的范围不宜过度扩张

我国有学者主张，当不法侵害者利用第三人的身体作为工具攻击他人时，由于第三人

已成为不法侵害的组成部分，故防卫人为制止袭击而导致第三人死伤的反击行为可以成立

正当防卫。〔43〕照此推理，由于在飞机被劫持的情况下，乘客已和飞机连为一体成为恐怖分

子撞击地面建筑物的工具，故击落行为所引起的乘客死亡结果，亦可藉正当防卫之名得以

合法化。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第一，刑法第 20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只有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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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正当防卫。既然第三人本身并未实施任何不法侵害行为，而只是被侵害人用作了发动

袭击的工具，那么，反击行为给他造成死伤结果无论如何不属于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

第二，支持上述见解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利用第三人身体损害他人法益的行为属于

间接正犯，既然被利用者的举动可以被视为间接正犯行为的组成部分，那么，针对被利用

者的反击就可以看成是针对利用者的防卫。〔44〕可是，间接正犯理论所解决的是结果应当归

责于谁的问题，它与正当防卫中谁是遭受损害者的问题无关。由于利用者本人并未直接实

施构成要件行为，故欲将法益侵害结果以正犯之名归责于他，就需要将被利用者的举动评

价为利用者行为的一部分。〔45〕可见，间接正犯的原理只是说明，从规范上看，被利用者的

举动相当于利用者自己的行为，被利用者引起的结果相当于利用者自己引起的结果。然而，

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规范上来说，被害者就是法益受到现实损害的人，不存在被利用者

遭受的损害可以因为他是被别人操纵的工具而转移给幕后指使者的道理。

第三，论者主张将针对被利用之第三人的反击也定性为正当防卫，或许是基于应当为

遭受不法侵害之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考虑。即，侵害者自己直接实施侵害或者利用第三人间

接实施侵害，这只是在实现侵害目的的具体策略上存在差异，遭受侵害之人的法益则应受

到同等程度的保护。既然针对侵害者本人的反击无疑属于正当防卫，那么指向被利用者的

反击也理应成立正当防卫。否则，这就意味着侵害者只需劫持第三人为袭击工具或者 “挡

箭牌”，就能轻而易举地排除他人的正当防卫权，为顺利达到侵害目的扫清障碍。但是，其

一，在确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时，固然需要考虑受侵害行为威胁一方的利益，同时也必

须顾及因反击行为而受损一方的利益。在众多紧急权中，正当防卫无疑最具强势风格。一旦

某人成为正当防卫的对象，就意味着他需要忍受远比其他紧急权对象更为严重的损害，故其

对象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非现实实施违法行为者不得被强行置于防卫对象的境地。〔46〕

其二，反恐怖主义法虽于第 2 条第 2 款声明: “国家不向任何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作出妥

协”，但也在第 6 条第 1 款中规定: “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这

就说明，国家在面对恐怖袭击时，不能只考虑如何有效制止袭击行为，还必须注意最大限

度地保护无辜公民的安全，这当然也包括被劫持者在内。其三，对被劫持作为侵害工具的

第三人不能实施正当防卫，并不意味着处于袭击威胁之下的公民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被判

有罪，因为，针对被利用者的反击行为尚有成立紧急避险或者责任阻却事由的可能。

第四，这一见解实际上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持该观点的学者虽然声称针对被利用之

第三人的反击成立正当防卫，却同时提出: “鉴于这种情况毕竟涉及到第三者的人身权利，

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解释防卫行为的必要性、相当性时应作更严格的限制。……如果

有躲避或避开第三者直接反击不法侵 害 人 的 可 能 性，而 且 实 施 起 来 也 不 是 特 别 困 难 的 话，

还是应当优先考虑躲避或直接反击侵害人等方法。”〔47〕可是，这些限制性条件均非正当防

卫所固有 ; 一旦受到这些条件的束缚，所谓的正当防卫权就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强势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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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名无实的防卫权实质上已与紧急避险权并无二致。
2 ． 防御性紧急避险 : 危险来源的认定需慎重

根据前文的论述，在紧急避险的框架内，只有防御性紧急避险才可能使生命冲突中的

杀人行为得到正当化。不可否认，前文案例 5 中的乘客 “在空间上已被不可分离地卷入到

了危险源之中”。〔48〕既然不能将乘客看作不法侵害者，那能否将他们视为单纯的危险来源，

进而认为击落飞机导致乘客死亡的行为成立防御性紧急避险? 答案是否定的。

的确，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成立，并不要求避险对象是正在实施违法行为之人。针对并

未实施违法行为，甚至没有实施刑法意义上之行为的人，也可以进行反击，而且损害强度

可以高于攻击性紧急避险，其实质根据在于避险对象对产生危险的法益享有排他性的独占。

从宪法第 13 条和物权法第 2 条第 3 款的规定可以推知，公民在其自由空间中可以根据本人

的意愿使用、处分自己的法益，并且有权禁止和排除任何他人的干预。既然在这一领域中，

权利人享有排他性的高度自由，其他公民未经许可无权介入其中，只能信赖权利人在行使

自由的同时不会对他人的法益造成妨害，那么，根据自由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法律有理由

给权利人施加较重的义务，要求他在行使自由时必须满足其他公民的合理期待，承担起保

证避免给他人带来危险的责任。〔49〕这一点已经为宪法第 51 条、民法通则第 126 条、第 127

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 9 至 11 章的规定所确认。一旦权利人独占的自由空间给他人的法益造

成了危险，就会在法律上产生以下两方面的效果 : 其一，权利人作为保证人负有及时排除

该危险的义务，若他拒不履行该义务，则可能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 ; 其二，若权利人未能

及时排除危险，则遭受威胁的公民或者第三人有权自行打破权利人对该空间的独占，在为

消除危险所必要的限度内损害其法益，权利人对此负有忍受义务。权利人是否实施了违法

行为、是否在事实上具有及时排除危险的能力，都只能影响能否对他追究法律责任、施加

法律制裁，却丝毫不能影响遭受威胁者对其享有的反击权。〔50〕

有一种学说认为，只要某人在事实上处于危险源之中，该状态本身就足以使面临危险的公

民对之享有防御性紧急避险权。理由在于: 其一，这是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所要求的。一方面，

凡是遭遇险境的公民，只要他自己对该危险的产生没有责任，就有权通过反击捍卫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当危险来自于某人时，即便他只是偶然地陷入危险源之中，但这种不幸也只能

由他自己承受，而不能转由无辜第三人分担，故其他公民不承担与他共赴黄泉的义务。〔51〕

其二，此乃有效实施正当防卫权所必需。当甲被迫与乙所实施的不法侵害连为一体时，其

他公民对乙无疑享有正当防卫权。可如果认为在防卫的过程中不得已致甲死亡的行为不成立

防御性紧急避险，则意味着针对乙的正当防卫权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不合理的。〔52〕

然而，上述学说有失偏颇，因为它只注重对遭遇危险一方的保护，却置避险对象的利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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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首先，“正当化事由不仅排除了国家刑罚权的发动，还剥夺了被害人的权利，使其无

权要求行为人不去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切正当化事由的效果都在于缩减对被害人

的保护。”〔53〕因此，我们在为某一紧急权划定适格对象的范围时，必须结合该紧急权的侵

害强度，谨慎地对损害对象和保护对象双方的利益加以平衡。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强势水平

仅次于正当防卫，避险行为损害的法益甚至可以在价值上略高于所保护的法益。因此，当

某人与危险源的关系尚未在规范上达到足够紧密的程度时，法律没有理由让他承受比攻击

性紧急避险对象更重的忍受义务。其次，当紧急行为将同时损害不法侵害者和无辜第三人

时，该行为整体上可被允许的损害限度只能取决于成立条件较为严格而非相对宽松的紧急

权。于是，只能使正当防卫权的行使顾及紧急避险的谨慎性而受到限制，而不能让紧急避

险权迁就正当防卫的强势性而得到扩张。

由此可见，仅仅是某人与危险源在同一时空范围内连成一体，仅仅是某人的存在状态

与他遭遇危险之间有事实上的条件关系，仅仅是不伤及某人就无法阻止危险等情况，均不

足以使其他公民有权对之实施如防御性紧急避险那样高强度的反击行为。能成为防御性紧

急避险的对象，还需要进一步满足以下两个要件 : 1 ． 权利人的独占性，即产生危险的法益

空间处在该法益的权利人的排他性支配之下。这是其他公民对权利人产生信赖的根源，也

是权利人对他人的防御性紧急避险负有容忍义务的关键所在。2 ． 法益空间的危险性，即避

险行为所针对的法益，必须对危险的产生或者升高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了综合说明上

述两个要件，现举出 “登山者案”为例。A 与 B 结伴攀登高峰，B 因冰雪塌陷而跌落峭壁，

联结 A 与 B 的一根绳索使 B 悬于半空中 ; A 无力将 B 拽起，而且再这样下去 A 也会被拖下

深渊 ; 于是，A 为保住自身性命，只好拿出刀割断绳索，致使 B 坠亡。在本案中，一方面，

虽然 B 因意外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身躯，但 B 的身体无疑属于他本人的独占领域 ; 另一方面，

由 B 的身体重量引起的下坠趋势，使 A 也面临死亡的险境。这样一来，B 的存在就成了对 A

的性命造成威胁的危险源，故 A 的行为成立防御性紧急避险。〔54〕

然而，前文案例 5 并不符合防御性紧急避险的这两个成立要件。首先，对于机组成员而

言，由于他们接受过专门培训，在正确操作飞机、确保乘客安全等方面具备远高于常人的

专业技能，故其他公民有理由信赖其能够保障飞机顺利安全地航行、避免因事故给乘客和

地面人员造成损害。所以，因第三人的强迫而丧失了对飞机实际控制的机组人员，可以被

看作危险来源。然而，与机组人员不同，普通乘客只是为了旅行才暂时停留在机舱中，他

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对飞机内的空间和设备实现独占性的支配。其次，正是飞机的飞

行状态引起了与地面建筑物撞击的危 险，而 机 组 人 员 对 飞 机 的 航 行 发 挥 着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甚至恐怖分子也必须通过控制飞行员才能完成袭击，故在飞机成为危险来源的过程中，机

组人员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机舱内是否有乘客、究竟有多少乘客，这对于飞机

撞击大楼的速度、强度和方式等都毫无积极的影响。〔55〕甚至，为了监视、排除乘客可能实

施的反抗，劫机者还不得不额外分出相当的人力和精力。可见，众多乘客的存在有时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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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发动袭击的累赘，并对飞机变为危险来源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所以，乘客无论如

何都不应被视为危险来源的组成部分，他们在恐怖袭击中所处的地位与地面建筑物内的人

员完全相同，〔56〕击落飞机导致乘客死亡的结果无法以防御性紧急避险之名获得正当化。
3 ． 攻击性紧急避险: “生还希望”标准之否定

在排除了成立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无论差别型危险共同体还是平等型

危险共同体，内部牺牲行为都只有一种可以考虑的正当化途径，即攻击性紧急避险。
危险共同体内不同成员生还几率上的差异，不能成为证立避险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有

一种观点认为 : 尽管危险共同体内各人的生命在值得保护性上完全相等，但由于杀人行为

的违法性体现在断绝了他人继续生存的机会，故只有当营救一部分人的生命是以剥夺另一

部分人的生存机会为代价 时，该 牺 牲 行 为 才 应 受 到 禁 止。如 果 根 据 案 件 的 情 况 可 以 认 定，

一方最终难逃一死，另一方尚有生还的希望，那么，由于必死无疑的那部分人本来就已经

失去了任何存活的可能，对于他们而言，无所谓剥夺生存机会的问题，故稍稍提前其死亡

时间的杀害行为并不违法。〔57〕张明楷就指出 : 当被牺牲者已经特定化，而且必然牺牲时，

略微提前牺牲该特定人以保护多人生命的行为，可以成立违法阻却事由。〔58〕学者据此针对

前文案例 5 提出 : 虽然乘客与地面人员的生命在值得保护的程度上没有差别，但二者的挽救

可能性却大相径庭。对于乘客来说，无论是否将飞机击落，他们终难逃脱罹难的厄运。但

对于地面人员而言，如果能及时将飞机击落，他们完全能够幸免于难。既然如此，为了避

免袭击所指向的全部生命皆毁于一旦，国家应当允许采取避险措施以营救那些尚有生存希

望的人。〔59〕笔者难以赞同这一观点。
第一，对于危险共同体 案 件 来 说，坚 守 禁 止 杀 人 的 规 范 并 不 违 背 该 规 范 的 保 护 目 的。

作为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不得杀人”这一命令的宗旨无疑在于保护生命法益不受

损害。在一些学者看来，当危险共同体成员的生命无法全部得到保护时，若允许杀死其中

已无生存希望者，则至少还能保住另一部分生命 ; 可如果继续贯彻 “不得杀 人”的 规 范，

却反而将导致全部成员丧生。可见，不加变通地坚持杀人禁令，最终带来的后果恰恰与该

规范所追求的目标南辕北辙。〔60〕但是，细加推敲，这种说法实际上难以成立。因为，当我

们在考虑某人是否有生还希望时，其实是在预测他能否彻底度过劫难、化险为夷，例如能

否躲过屠杀、能否避开飞机的撞击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即便是危险共同体中无望逃

离鬼门关的人，在避险行为不发生的情况下，原本也确定地享有一定的存活时间。刑法在

捍卫生命时，只关心某人的生命长度是否被他人不当地缩短了，而不应考虑命运可能对该

人寿命长短所做的安排。也就是说，“法对每个人的生命都加以保护，它所保护的生命是一

种现有的实存、是一种 ‘此处和当下的’生物性存在，而生命的不同前景则并非法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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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因素。……不论生命将来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所有的生命在法律看来都是同一的。”〔61〕

第二，生命不因其剩余时间的短暂而失去意义。为了防止杀人行为的正当化过度泛滥，

支持前述观点的学者一再强调，只有当对死亡时间的提前微乎其微时，危险共同体的内部

牺牲才有合法化的空间。〔62〕可是，一方面，无论剩余的生命如何短暂，都不可能被评价为

不值一提。论者在提出 “微乎其微”这一限定标准时，其不便言明的潜台词是 : 与较长的

生命相比，过短的生命对于人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看法

不能成立。从法律上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存续本身，而不取决于它可能为个人、社

会带来的功利性价值。撇开这一点不说，有的人一生碌碌无为，有的人一朝成就伟业，生

命的长短本来就和它可能创造的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是短暂的生存时间，对于生命主

体而言，也完全可能有着至关重 要 的 意 义。〔63〕另 一 方 面，这 一 标 准 能 否 真 正 起 到 限 定 作

用，也值得怀疑。其一，何为 “微乎其微”，是仅限于数秒钟，还是可以扩及数分钟、数小

时乃至一天? 对此不可能存在客观确定的数值界线。于是，可以被允许的死期提前幅度就

势必处于言人人殊的状态。其二，按照这一观点的逻辑，岂不意味着，医生在医疗设备短

缺的情况下，撤下气息奄奄之绝症患者身上的治疗仪器，将之转移给有治愈希望者的举动，

也可算作合法行为? 由此可见，只要认可短暂提前死亡时间的行为能够被合法化，就是以

功利主义的计算思维颠覆了宪法所确立的生命一律平等的铁律，就是在禁止杀人的规范上

撕开了一道裂缝，而这道裂缝极易蔓延扩大，直至整个规范土崩瓦解。
第三，支持前述观点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如果完全禁止危险共同体的内部牺牲，就意

味着仅仅为了让脱险无望者多活那么短暂的一刻，就需要让大批本可幸免于难的人白白搭

上性命，这是不合理的。〔64〕不难看出，这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地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本可

幸免于难者的生命比脱险无望者的生命更值得保护，后者不应成为前者的拖累。但是，这

种针对生命的价值进行比较的思维本身就值得警惕。否认牺牲行为的合法性，只不过是重

申了在法律面前所有人的生命不论其剩余时间长短都应享有同等保护这一基本原则。正是

基于这一原则，无论是否有逃脱险境的希望，危险共同体内每一成员的生命都难以获得优

于其他成员的地位。这样的结论丝毫没有不公正之处，也没有为任何一方课以过重的义务。
( 二) 责任阻却事由之分析

1 ． 避险过当的规定与责任阻却并不相悖

刑法关于避险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并未断绝相关避险行为无罪的可能。

其一，不能简单地将避险过当等同于逾越了避险限度的行为。按照刑法第 21 条第 2 款的规

定，避险过当是以行为人 “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前提的。可见，只有超过避险限度并且成

立犯罪的行为才属于该款所说的避险过当。〔65〕因此，欲适用刑法第 21 条第 2 款的规定，除

了要肯定行为客观上超出了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之外，还需要确定该行为不具有

包括无期待可能性等在内的出罪事由。所以，刑法关于避险过当的规定并不排斥对责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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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事由的适用。其二，不能认为，即便认定行为成立避险过当，也可以对行为人免除处罚，

这与根据责任阻却事由认定行为人无罪相比，在最终的后果上并无实质差别。但是，一方

面，免除处罚是以肯定行为成立犯罪为先决条件的，而一旦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就意味着

刑法对行为人发出了最为严厉的谴责。可是，在欠缺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国家恰恰无法

对行为人予以非难。因此，无罪与免除处罚在性质上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某人只要被

判有罪，即便最终免除 处 罚，也 仍 然 可 能 按 照 刑 法 第 37 条 的 规 定 接 受 各 种 非 刑 罚 处 罚 措

施，并且行为人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将背负犯罪标签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所以，基于

保护公民人格尊严和自由的考虑，也必须对无罪和定罪免刑这两种处理结论作严格区分。
2 ． 无期待可能性的根据、要件与适用

无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已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获得了广泛认同。〔66〕

但是，我国支持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学者，大多是从行为人意志自由的角度来论证无期待可

能性的出罪依据。即所谓无期待可能性，是指行为人的心理遭受了强大的压力，导致其完

全丧失了选择合法行为的自由与可能，故基于法不强人所难的原则，不应对行为人予以谴

责。〔67〕但是，这种观点恐怕还有斟酌的余地。第一，该说难以说明无期待可能性为何能够

成为独立的犯罪性排除事由。事实上，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恰恰以行为人具有意志自由为前

提。因为，在真正需要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决的案件中，一方面，行为人并没有受到

绝对的身体强制，否则可以直接认定其举动因欠缺有意性而根本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为 ;

另一方面，单纯的心理压力并不足以使行为人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能力。例如，

不论求生的本能如何强烈，也不至于使行为人无法识别杀人行为的违法性，亦不至于使其无

力控制自己的肢体，否则可以径直以欠缺责任能力为由出罪。〔68〕因此，如果仅从精神压力、

人性脆弱的角度出发，似乎至多只能将无期待可能性解释为责任减轻事由，而难以将其定

位为责任阻却事由。第二，该说无法恰当地解决期待可能性的认识错误问题。本来，如果

说无期待可能性的出罪根据在于意志自由的丧失，那么，无论行为人对于能够导致期待可

能性缺失的异常情状是否存在误认，也不管该错误是否可以避免，只要行为人在当时情形

下同样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按理说都应当肯定他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才对。〔69〕然而，学

者却主张，对于行为人误以为出现了异常情状的案件，只有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才能

同样阻却责任。〔70〕第三，该说也难以解释无期待可能性的出罪为何仅限于避险者为了保护

重大人身法益的场合。仅从 心 理 的 角 度 看，能 够 给 行 为 人 造 成 巨 大 压 力 的 并 不 限 于 生 命、

健康方面的危险。对于某些爱财如命或者宁死不愿受辱的人而言，遭受经济或者名誉上的

损害给他带来的精神压力完全不亚于失去生命。然而，几乎所有支持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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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强调，单纯以保护财产或名誉为目标的避险行为没有阻却责任的可能。

既然心理压力说不足以完整揭示无期待可能性的出罪理由，就有必要结合责任论的一

般原理，重新寻求无期待可能性阻却责任的根据，进而为其适用划定合理的界限。在对不

法和责任进行区分的前提下，以下几点或许是不同的责任理论都大致认同的 : 首先，责任

是从法的角度对行为人的谴责。只有当 行 为 人 具 备 形 成 合 法 行 为 之 动 机 的 能 力 和 自 由 时，

我们才有理由对他选择形成犯罪动机的决定予以非难。其次，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责任

的成立意味着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的要 件 均 已 具 备，故 责 任 也 与 刑 罚 的 犯 罪 预 防 目 的 相 关。

只有当处罚行为人能够对遏制将来同种情况下出现相同的犯罪发挥作用时，才有必要肯定

责任的存在。〔71〕最后，由于不法始终是责任的前提，故除了独立的责任要素之外，责任的

内容通常也是由不法的内容所决定的，因此不法的程度也必然会间接影响责任的大小。〔72〕

由此可见，当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完全消失时，固然可以排除责任，但即便在意志自由仍然

存在的情形下，也完全可能因为合法行为动机形成能力的减弱、不法程度的缩小以及预防

必要性的降低这三方面的共同作用，而使得国家不应当对行为人予以责任非难。〔73〕因此，

无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其成立要件应根据以上三方面来确定 : 1 ． 要使合法行为

动机形成能力明显减弱，就要求某种危险状态使行为人的心理承受了巨大压力，从而令其

形成合法行为动机虽非完全不能，但与正常情形相比难度大增。2 ． 欲令一般预防和特别预

防的必要性双双大幅降低，就要求 : 一方面，危险状态极为异常和罕见 ; 〔74〕另一方面，行

为人违反规范的行为实属在困境中为保护重大法益不得已而为之，其忠诚于法规范的态度

没有根本性的改变。3 ． 欲使不法程度有 显 著 缩 小，就 要 求 行 为 是 以 保 护 重 大 利 益 为 导 向，

从而导致其违法性中的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均得到相当程度的抵消。概而言之，原则

上来说，只有当行为人在异常的紧急情势下，为了保护自己、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人

的生命、健康等重大利益而不得已损害他人法益时，才能认为其行为欠缺期待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前文各案例。案例 1 中的行为人是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为避

免自身急迫的死亡危险而实施了杀人行为，这完全符合无期待可能性的要件，故其行为可

以阻却责任。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 在案例 5 和案例 6 中，行为人营救的既不是自己也非

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人的生命，这是否意味着相关的杀人行为只能成立犯罪? 笔者的回答

是否定的。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 一则，两案中的行为人完全是出于在绝境中尽最大可能保

护生命的目的，这一目的表明他们并未对法规范采取敌视的态度 ; 二则，在各国反恐预警

机制日益严密的当今，案例 5 真实再现的可能性极低，案例 6 也只是发生在大规模屠杀的背

景之下，这在现代社会中毕 竟 都 属 于 极 为 例 外 的 非 常 特 例。因 此，对 于 这 两 个 案 件 来 说，

通过处罚来实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必要性，和案例 1 一样都十分微弱。其次，两案也都

符合无期待可能性的另一个核心要件，即行为人形成合法行为动机存在重大困难。通常来

说，唯有当自己、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人的法益面临损害的威胁时，才足以使行为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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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展开施救的巨大精神压力。不过，对于某些负有保护他人之义

务的特殊主体来说，即便面临死亡者与他非亲非故，但基于职业伦理的要求，仍然会使行

为人内心产生极其痛苦的挣扎。例如，案例 6 中的 P 和 St 作为专业医务人员，长年以来都

以全力救死扶伤、尽量延长 患 者 生 命 为 天 职。在 实 际 上 至 少 能 救 部 分 患 者 脱 险 的 情 况 下，

二人如果完全无所作为，坐视全部患者被杀，必将使其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这种良心

上的沉重压力，使得行为人在形成合法行为动机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75〕同样，由于国

家毕竟是公民合法权益的守卫者和保证人，故在本可挽救部分人生命的情况下，任由飞机

和建筑物内所有人员的生命都消逝在爆炸的烈焰中，这必将使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内心产

生难以忍受的道德压力。这一压力对其自由地形成合法行为动机，无疑会构成巨大的障碍。
( 三) 小结

本部分对危险共同体的内部牺牲所进行的分析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 1 ． 当危险共同体

成员中的一部分人与危险源相关联时，只要这部分人既未对产生危险的法益有排他性支配，

亦未对危险的出现和升高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不得已将其牺牲的行为就只可能因欠缺期待

可能性而阻却责任。2 ． 当危险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均与危险源无关时，牺牲行为仅存在阻却

责任的可能。3 ． 即便行为人营救的危险共同体成员并非其本人，亦非其近亲属或其他密切

关系人，但若根据案情和行为人的特殊身份，能够认定道德压力对他形成合法行为动机同

样造成了巨大阻碍，则也存在根据无期待可能性阻却责任的空间。

四、生命危险的单纯转嫁

生命危险的单纯转嫁是指，行为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祸水东引”，将自己或者他人面

临的生命危险，转移到原本处在安全状态的第三人身上。结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两个原则 : 首先，由于被牺牲者与危险源无关，故导致其死亡的行为不可能成立防御性紧

急避险，不存在被正当化的空间。其次，当行为人为了保全自己、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

人的生命时，可以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阻却行为人的责任。不过，结合相关案件的不同情

况，以下三个问题是需要专门加以分析的。
( 一) “挡箭牌”案件中构成要件行为的认定

所谓 “挡箭牌”案件，是指甲面临被乙杀死的危险，他在危急之下将第三人丙当作挡

箭牌代替自己殒命的情形。前文案例 2 即为典型。我国早期的不少论著在分析本案时，倾向

于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寻找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根据。例如，刘明祥主张，不能追究李某某

刑事责任的 “根本的理由是避险行为与实际结果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害人的死亡是

由罪犯的杀人行为造成的，杀人行为是决定因素，避险行为只是一个条件”。〔76〕这种观点

存在疑问。第一，以行为与结果之间欠缺直接关联为由否定结果归责的说法难以成立。因

为，刑法上归责关系的成立，只要求内含于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属于引起结果发生的不可

或缺的必要条件，而不要求该行为必须能够独立、直接地导致结果出现。第二，对于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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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来说，缺少因果关系只意味着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而刑法第 23 条确立了未遂犯亦可

罚的原则，故从因果关系的欠缺并不能直接得出行为不成立犯罪的结论。只有在完全否定

行为人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排除犯罪的成立。因此，当我们在构成要

件层面分析 “挡箭牌”案件时，首先需要确定避险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

可以确定的是，由于行为人并未直接杀死被害人，故难以成立故意杀人罪的直接正犯。

不过，这种使被害人陷入被他人杀害之险境的行为，符合间接正犯的要件。第一，被利用

者需为结果承担完全的故意犯刑事责 任，而 这 不 意 味 着 利 用 者 对 犯 罪 事 实 必 然 欠 缺 支 配。

的确，在 “挡箭牌”案件中，乙因甲的 “掉包”行为而杀错了对象，但这仅仅属于对象错

误或者打击错误。按照我国的通说，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对象错误和打击错误均不影响

故意的成立，故乙需为死亡结果承担故意杀人罪既遂的刑事责任。然而，乙的犯罪计划毕

竟是以甲这一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而甲利用他的优势认知操控、更改了事件发展进程，引

起了乙的错误，而正是该错误导致乙杀害了他本不愿意杀死的人。就此而言，仍然可以认

为甲对引起丙死亡的因果流程实现了支配。〔77〕第二，若不将甲的行为认定为间接正犯，就

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因为，一旦成立间接正犯的可能性被排除，就只能考虑该行为是否

成立狭义共犯。可是，首先，由于乙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了杀人的决意，故甲的行为不可能

成立教唆犯 ; 其次，甲的行为不仅没有为乙实现犯罪创造比先前更好的条件，而且使得乙

个人的犯罪计划归于落空，故也无法认定他为乙提供了帮助。这样一来，似乎就只能认为

甲的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这恐怕难以为人所接受。

根据上述来分析案例 2。首先，李某某通过引起张某的对象错误，利用他杀害了张妹，

已符合故意杀人罪间接正犯的成立要件。其次，李某某的杀人行为无法成立紧急避险，故

仍属违法。最后，在当时的情形下，由于张某即将入屋实施砍杀，而李某某于深夜时分寄

宿于他人住所之内，既不熟悉地形又慑于对方握有凶器，故无论是夺路而逃还是奋起反抗，

都难以有效保全自己的生命。因此，将自己与张妹调换位置，诱使张某误杀他人，就属于

千钧一发之际为避免死亡危险而不得已选择的唯一出路，故可以根据期待可能性的欠缺排

除李某某的责任。〔78〕

( 二) 受胁迫而杀人的行为与胁从犯

对于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受胁迫而杀人的案件，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一种相当有力

的见解，认为对行为人不可能按无罪处理，因为根据刑法第 28 条的规定，被胁迫参加犯罪

的人仍需承担刑事责任，只是 “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已。〔79〕

这一观点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

第一，既然胁从犯属于犯罪，那么它的成立当然以行为具备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为先

决条件。由于刑法有专门条文集中规定 了 可 普 遍 适 用 于 所 有 犯 罪 的 各 类 排 除 犯 罪 性 事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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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于超法规出罪事由的适用并不受禁止，故关于构成要件的规定只对某种犯罪类型的特

殊积极要件加以描述即可，而无需对可能出现的出罪事由一一详细规定。在此情况下，司

法者当然需要将规定了犯罪的特殊积极要件的法条与关于出罪事由的法条或原理结合起来，

最终确定犯罪的成立范围。“被胁迫参加犯罪”只是行为在满足了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额外具

有的特殊情节，不能认为，只要是 “被胁迫参加犯罪”，就一定属于胁从犯 ; 一旦成立违法

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即便是被胁迫参加犯罪者，也完全可能无罪。

第二，立法者的 原 意 不 能 成 为 从 解 释 论 上 限 制 胁 从 犯 成 立 范 围 的 障 碍。自 1949 年 以

来，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对胁从犯的处理态度前后发生过变化，即从原先的 “胁从

不问”到后来对胁从者追究刑事责任但从宽处罚。〔80〕有学者指出，这种变化的内在历史根

据在于 : 一方面，“胁从不问”主要是在新生政权初建未稳之时，因迫切需要分化瓦解敌对

势力而提出的斗争策略，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嗣后，随着国家政权日益稳固，这种功利

需求不复存在。另一方面，1979 年 刑 法 诞 生 前 的 三 十 年，正 是 道 德 理 想 主 义 盛 行 的 时 代。

在这一背景下，立法者很自然会倾向于要求公民在他人的胁迫面前坚决反抗，而不能屈从

于胁迫者的犯罪命令。〔81〕所以，当年的立法者可能确实是本着 “被胁迫参与犯罪者应一律

定罪”的想法来订立胁从犯条款的。但是，“刑法被立法者制定出来以后，就成了一种脱离

立法者的客观存在，人们应当根据客观存在本身去理解它、解释它，而不是询问立法者当

初是何种本意。”〔82〕只要在条文可能的语义所包摄的范围之内，解释者完全可以根据变化

了的社会现实和演进了的社会观念，对刑法条文作出有别于立法者当初设想的解读。既然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已趋向多元，将伦 理 要 求 与 法 律 规 范 相 分 离 的 理 念 已 日 益 成 为 共 识，

既然我国刑法学对各类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挖掘愈加深入和充分，那么，运用

各种出罪事由对胁从犯的成立范围作限缩化的解释，就既无可指摘又势在必行。

结合阶层式犯罪论的构造，被胁迫行为的出罪事由大致有如下三类 : 1 ． 如果他人直接

对行为人的身体施加物理上的强制力，使之完全丧失了自由行动的能力，那么，对于被强

制者而言，由此导致法益损害结果的过程就根本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故可以根据刑

法第 16 条规定的 “不可抗力”阻却犯罪的成立。2 ． 若行为人在面临胁迫时，为了保全较大

的利益，不得已按照胁迫者的指令损害了较小的利益，则该行为可能成立刑法第 21 条规定

的紧急避险。〔83〕3 ． 若行为人受胁迫而实施的行为无法成立正当化事由，但符合无期待可能

性的要件，则可以成立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

就受胁迫而杀人的行为而言，可能考虑的出罪事由只有上述第三种。据此，我们来分

析前文案例 3 和案例 4。就案例 3 而言，首先，何某、李某若不按袁、周二人的指令杀害方

某，则将被立即处死，故两被告人面临极为急迫的生命危险。其次，被告人于夜晚被诱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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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兴良: 《历史的误读与逻辑的误导———评关于共同犯罪的修订》，载陈兴良主编: 《刑事法评论》第 2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9 页以下。
参见刘之雄: 《胁从犯立法之反思》，《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第 14 页。
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 页。
例如，我国有判决明确认为，行为人在受到他人杀害威胁的情况下，为保全自身性命而被迫强奸被害人的行

为，属于紧急避险，不成立犯罪。参见谭荣财、罗进东强奸、抢劫、盗窃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 《中 国 刑 事 审 判 指 导 案 例》第 3 册，法 律 出 版 社 2009 年 版，第

429 页。



扣押在一陌生地点，袁、周二人又事先周密准备，且手握凶器，故被告人当时难以通过逃

跑、反抗等方法及时有效地避免生命危险。可见，其杀人行为是为了保全自身性命而不得

已实施的，故两被告人可因欠缺期待可能性而被排除刑事责任。就案例 4 而言，由于目前媒

体披露的案件细节较为有限，笔者只能假设不同情形分别讨论。第一，若刘某等人用刀枪

指着章某某，以当场杀死他 相 要 挟，则 可 以 认 为 章 某 某 是 在 没 有 其 他 求 生 门 路 的 情 况 下，

为避免迫在眉睫的死亡危险而杀害吉某，他可因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无罪。第二，假如刘

某等人只是以若不服从杀人命令就另行择日处决章某某相威胁，那么，由于危险的急迫程

度毕竟明显低于前一情形，故章某某并未完全丧失期待可能性，而只是明显降低。在此情况

下，似应认定章某某成立故意杀人罪，但属于避险过当和胁从犯，应予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三) 非密切关系人实施的避险与责任阻却

最后需要探讨的问题是 : 如果行为人与遭遇生命危险者并无近亲属等密切关系，那么，

他将生命危险转嫁给第三人的行为能否成立责任阻却事由?

案例 7 : 1999 年 10 月 6 日 17 时 20 分左右，被告人彭某驾驶一农用车从萍乡返回银河，

途经 320 国道芦溪县公路收费站路段，突遇一女青年 X 从右向左横穿公路，彭某为避免碰

撞 X，即向左打方向，驶入左车道，与相对行驶的萍乡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捷达小

轿车相撞，致使小轿车驾驶员刘某某受伤，刘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车内乘车人员林某某

受伤，其伤情经萍 乡 市 公 安 局 和 萍 乡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法 医 技 术 鉴 定 为 重 伤 乙 级、残 废 10

级。法院认定彭某的行为属于避险过当，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2 年。〔84〕

在本案中，彭某事发时属正常驾车行驶，故 X 所受生命危险完全是她自行引起的。在

无法及时刹车的情况下，若彭某将 X 撞死，则该行为因属于意外事件而不成立犯罪。然而，

彭某为了保全与其无密切关系的 X 的生命，在预见到进入左车道将会与相向而行的其他车

辆发生碰撞的情况下，将死亡危险转移给了刘某某和林某某。笔者认为，这类案件中的行

为人的责任难以被排除。

首先，就危险共同体的内部牺牲而言，无论是被营救者还是被牺牲者，原本都面临同

一危险状态。如果不实施避险，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都将死亡 ; 如果实施避险，则可以挽

救其中部分人的生命。在一般人看来，此种情形下的避险行为只是在已然遭遇死亡危险的

一群人当中，将不幸的波及范围减至最低，故理应获得更多的理解。然而，在生命危险的

单纯转嫁中，若不采取避险行为，注定死亡的只有被营救者，被牺牲者并不包含在内。在

案例 7 中，本来按照命运的安排，将在意外事故中不幸丧生的只有 X，而不包括刘某某。正

是彭某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刘某某的人生轨道，使其与 X 的位置骤然互换，就此踏上了死亡

之路。可见，当第三人强行将被牺牲者从本来安全的状态放入死神的手中，从而将被营救

者替换带离险境时，他仿佛就是以命运主宰者的身份操纵着他人的生死。〔85〕该行为既是法

秩序无法允许的，也是法律与公众难以完全谅解的。

其次，无期待可能性阻却责任的根据不仅在于行为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在于特殊

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必要性。从上文可以看出，多人处于同一危险共同体内的情形可谓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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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0 ) 芦刑初字第 10 号。
Vgl． Jakobs，Kommentar: Ｒechtfertigung und Entschuldigung bei Befreiung aus besonderen Notlagen，in: Eser /Nishihara
( Hrsg． ) ，Ｒechtfertigung und Entschuldigung，1995，S． 176 f; 前引〔12〕，Stübinger 文，第 446 页。



难遇，只有在意外灾害、暴力恐怖袭击以及大规模屠杀等极端事态下才有可能发生。因此，

不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并不会动摇人们对规范普遍效力的信任，也不会令人担心

其他公民会竞相仿效实施 同 种 行 为 从 而 危 及 社 会 安 全。可 是，生 老 病 死 乃 世 间 人 之 常 情，

人有旦夕祸福如月有阴晴圆缺，某个人的生命遭遇危险，这本是我们社会中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上演的事情。一旦责任阻却的对象从被营救者本人以及与之有近亲属等密切关系的人，

扩展到任意第三者，那么被认定为无罪的杀人行为将比比皆是。〔86〕如此一来，每个公民随

时随地都可能成为用于消除他人死亡危险的牺牲品，任何人都难保自己哪一天不会在保全

他人性命的名义下横遭夺命。例如，因意外而遭遇交通事故，这本是现代社会中需要由个

体自行承担的风险，倘若任何公民都可 以 将 这 种 风 险 在 不 同 的 交 通 参 与 者 之 间 进 行 转 移，

那么公共交通领域必将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又如，假如医生为了营救多名病人的

生命，杀害另一病人并取走其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不成立犯罪，那么任何一名进入医院就

诊的患者都将惶惶不可终日。由此可见，一旦主张无关第三人转嫁生命危险的行为也可以

阻却责任，就势必导致公民安全感和社会信赖感的崩塌，这无疑会给规范秩序的效力造成

无法容忍的沉重打击。

最后，有的学者提出，当行为人为了保全自己、近亲属或者与自己有密切关系之人的

生命而采取避险行为时，是基于自利的动机 ; 既然出于自利动机的避险行为都能阻却责任，

那么，当行为人出于保全无关第三人生命的利他动机实施避险时，就没有理由否定成立责

任阻却事由的可能。〔87〕但是，无期待可能性能够阻却责任的根据主要不在于行为动机的道

德性，而在于意志自由、不法以及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之必要性这三者同时大幅降低。正

因为如此，无期待可能性的成立原则上要求行为人是基于自保动机，至少是为了保护与自

己有近亲属等密切关系之人的重大法益。在为保护无密切关系之人的场合，唯有当三者的

综合下降幅度在实质上与前述情形相当时，才能阻却责任。可见，基于利他动机实施的损

害行为，反而比利己动机支配下的损害行为，更难以成立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

五、结论与启示

首先，在处理生命冲突案件时，应当将生命的抽象价值与生命具体的值得保护性区别

开来。宪法中有关人权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与原理，决

定了公民的生命在价值上不具有可衡量性。但是，当冲突的一方属于冲突状态的引起者时，

法律保护的天平必须向另一方倾斜。于是，前者生命的值得保护性相比于后者而言，就不

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这就为特定杀人行为的合法化创造了空间。

其次，“投鼠忌器”是法治社会反击暴力恐怖活动时必然要面对的困境。对生命不可衡

量原则的坚守，难免导致国家对恐怖袭击的防御受到诸多掣肘，许多果断的反击措施也难

以获得正当化。这看似是法治国家面对暴力犯罪软弱无能的表现，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法治

国家最终战胜恐怖主义的力量源泉之所在。因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所欲毁灭的不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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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人，而是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人类现代文明所取得的成果。所以，真正能彻底根除

恐怖袭击的，不是武力，而是以公民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法治社会的不断稳固和发展。〔88〕

最后，不能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责任阻却事由，不能因为刑法规定了避险过当、胁

从犯应当负刑事责任，就认为牺牲他人生命的避险行为必然成立犯罪。我国司法实务界在

面对生命冲突案件时，对于运用无期待可能性等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出罪尚有顾虑，而往

往会选择定罪免刑或者定罪轻判的处理方式。但是，一方面，对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适

用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故刑法对无期待可能性未作规定不能成为拒绝对其加以适用的

理由。另一方面，假如意志自由的减弱、紧急状态的罕见以及不法程度的下降使得刑法难

以向处在生死边缘的行为人发出严厉的谴责，就没有任何理由仅仅为了维护一方稳定或者

平息部分民众的情绪，而给行为人贴上犯罪的标签。

Abstract: When dealing with cases of life conflict，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to clarify three basic
premises． First of all，the act of killing in life conflict is either illegal or justified as necessity，thus
cannot avoid legal regulation． Secondly，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equality before law，and inviolability of personal dignity，the value of citizens’lives can-
not be compared according to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standards． Thirdly，in a life conflict，the wor-
thiness of prote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conflict could differ． In the framework of necessity
right，the worthiness of protection of the life interests of person who causes the emergency will de-
cline，thus creating the possibility to justify the act of killing in defensive necessity． However，there
is no room for impediment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 of killing in aggressive necessity． Generally
speaking，cases of one person killing another in emergent situ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When some members of a group facing a common danger are related to the source of danger，so far as
they do not have any exclusive domination over the legal interests that lead to the danger or play a pos-
itive promotional role in the appearance or rise of the danger，the sacrifice of their lives could be
taken as impediment of responsibility only on the basis of lack of Zumutbarkeit． When dealing with
cases of shifting of life danger，several issues should be noticed． Firstly，in the cases of using others
as human shield，the defendant could be convicted of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killing through indirect
perpetration． Secondly，not all those who commit killing under duress should be simply treated as co-
erced accomplice． There are still possibilities of impediment of illegality or responsibility． And third-
ly，an act of necessity taken by a third person who has no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cued person
cannot impede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life conflict，right of necessity，defensive necessity，aggressive necessity，Zumutbarkeit

·251·

法学研究 2016 年第 5 期

〔88〕 参见周展等编著: 《文明冲突、恐怖主义与宗教关系》，东方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