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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盗窃报案材料篇一

本文主要是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的犯罪现象着手，主要通过
对雇主、转雇人、杀手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各个行
为人在典型的雇凶xxx罪和非典型的雇凶xxx罪中的刑事责任
承担依据，对雇凶杀人案件中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进行
展开论述，并着重针对雇凶xxx罪中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进行
研究。再次，针对如何限制雇凶xxx罪中的死刑适用提出了自
己的一些粗浅的构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1)改善法官的死刑价值观;

(2)严格死刑适用的标准;

(3)严格区分主犯和从犯;

(4)通过扩大适用其他刑罚减少死刑的适用。

盗窃报案材料篇二

首先，本文对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在仲裁中的基本利益诉求
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合法、有效的仲裁”和“恰当的经
济利益”构成了二者在仲裁中的基本利益诉求，也是构建二
者法律关系和前者责任制度模型中必须满足的条件。



其次，本文对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进行了定性
分析，认为该等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双重性，即既具有以仲
裁员的裁判者身份为基础的身份法律关系，又具有以仲裁员
与仲裁当事人之间合意为基础的合同法律关系。

最后，根据上述定性，本文对仲裁员责任制度及其豁免进行
了定性分析，认为仲裁员承担纪律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
任。在民事责任的豁免方面，仲裁员就行使裁决权享受的豁
免是法定豁免，就履行仲裁服务合同享受的豁免是约定豁免，
但也不排除由立法特别规定而形成的法定豁免。

本文对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仲裁员的责任
制度及其免责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通过对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国别比较研
究，本文分析了作为普通法系代表的英国和作为大陆法系代
表的德国对上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从而归纳出适用于仲裁
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恰当的模型。

通过对仲裁员责任制度及其免责的历史比较研究、国别比较
研究以及与法官责任制及其免责的比较研究，本文分析了仲
裁员承担责任的历史沿革和法律依据，并在本文釆取的仲裁
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模型上提出了仲裁员责任制
度的模型。

盗窃报案材料篇三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家庭婚姻关系的破裂现象呈上升趋势，
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xx年4月28日，第九
届xxx常委会通过并实施新《xxx婚姻法》，在此次婚姻法修改
中，将离婚制度作为焦点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此次修
正案较原来婚姻法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是
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在实
践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已经成为



当今社会理论研究的必需和司法实践的难题。本文结合学术
界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最新研究，对离婚损害赔偿的不
足及完善措施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
建议。

本文赔偿的框架结构为：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和性质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及赔偿情形。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赔偿义务主体过于狭窄

2、诉讼时效难以认定问题

3、诉讼中举证较为困难

4、赔偿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1、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盗窃报案材料篇四

1、国外刑法理论界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得出了肯定
与否定两种结论。同时，亦有学者主张限定的肯定说。

(1)肯定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



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
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

(2)否定说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
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

(3)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
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
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

诚然，德、日、前苏联刑法学者主张共同过失犯罪论的日趋
增多，但在德、日、俄等国占通说地位的还是共同过失犯罪
的否定说。

2、国内理论层面,我国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
失犯罪持否定态度，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共同犯罪，是
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内互相利用各人的
行为而共同实行犯罪。”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
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我国刑法已经承认
了共同过失犯罪这一概念，刑法第25条第2款关于“二人以上
共同过失犯罪……”规定就是一个证明。只不过，我国刑法
对共同过失犯罪人不以传统的共同犯罪论处罢了。

（二）选题的依据

1、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体系并不完善，所以要把
共同过失犯罪引入我国法律。

2、我国有些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
定态度；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
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是否应该认定共同过失犯罪在学术
上有很大争议。



3、有相当部分案件(共同实施过失行为，但不能证明死亡结
果由谁的行为造成，如脚手架上扔圆木案)只有在共同过失犯
罪的理论下才能得到妥善的判决；同时，肯定共同过失犯罪，
追究其共同过失犯罪的责任，这对于遏制过失犯罪是相当有
利的。

（三）选题的意义

1、当前我国提倡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
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的种类呈现多样化的
趋势，有的刑法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定罪量刑的需要。因此，
研究共同过失犯罪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2、从立法方面讲，我国的立法否认了共同过失犯罪，使得实
际生活中许多的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不利于我国法律
体系的建立。研究共同过失犯罪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完善。

3、从司法层面讲，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共同过失犯罪的不
同罪犯的量刑常常大相径庭，这与我国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
原则是相违背的。对共同过失犯罪的研究可以为司法实践提
供相应的指导。

盗窃报案材料篇五

1、确定选题方向。共同过失犯罪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
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研究分析资料。通过对资料的阅读，了解共同过失犯罪的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有了自己观点和想法。

4、列出论文提纲。罗列出自己要写的基本内容和提纲。

5、完成论文。



（二）方法

1、比较法：外国学者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比较。结合我
国国情与外国相关理论进行比较。

2、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在充分了解国内外对于共同过失犯
罪的研究现状后，再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实际运用。

（三）措施

1、阅读了大量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方面的著作，如李光灿、马
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