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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犯

 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犯罪

 事前无通谋的事后帮助行为

 共同犯罪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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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犯

 胁从犯

 教唆犯

 刑罚概述

 刑罚的概念

 刑罚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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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诉时效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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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犯罪之日起计算

 连续或继续犯罪

 延长与中断

 刑法分则-重点罪名

 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险驾驶罪

 交通肇事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投放危险物质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集资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

 保险诈骗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职务侵占罪;贪污罪

 侵犯著作权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逃税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

 故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

 绑架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

 妨害公务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

 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破坏军婚罪

 虐待罪；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遗弃罪

 拐骗儿童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
 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侵犯财产罪

 抢劫罪

 盗窃罪

 诈骗罪

 抢夺罪

 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

 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挪用特定款物罪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妨害公务罪

 招摇撞骗罪

 黑社会性质犯罪

 医疗事故罪

 污染环境罪

 贪污贿赂罪

 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受贿罪

 单位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

 渎职罪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徇私枉法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