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谈 受 贿 罪
雷 鹰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非法向他人索取
、

收受财物的行为
。

大量

事实证明
,

在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中
,

受贿罪具有特殊严重的危害性
。

因此
,

深入研究有关

受贿罪的问题
,

进一步明确各种政策界限
,

对于胜利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产重犯罪活动的斗

争
,

保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是十分必要的
。

一
、

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

受贿
,

是腐朽的剥削阶级国家机关的典型特征
。

如在旧中国
,

官吏受贿成风
, “

三年
`

清
’

知府
,

十万雪花银
” , “

八字衙门向南开
,

有理无钱莫进来
” ,

就是当时情况的生动写照
。

它与

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关是水火不容的
。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
,

廉洁奉公是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品格
。

但是
,

剥削阶级的传统恶习无时不在侵蚀着国家工作人员的

队伍
。

贿赂就是一种严重的腐蚀剂
,

是资产阶级的糖衣袍弹
,

它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

薄弱者
,

使之利用职权
,

拘私枉法
,

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 。

妨害国家机关实现社会主义

对内
、

对外职能
,

甚至使国家机关改变颜色
。

这确实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根本问题
。

对于贿赂行为这种严重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向非常重视
。

列宁同志

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
,

就明确指出
: “

资产阶级破坏固定价格
,

藉粮食投机 发 财
, · “ 一

它所用的破坏手段
,

就是贿赂
,

收买和恶意赞助足以危害工人政权的一切罪行
, · “ …

” ① 因

此
,

他提出
: “

应当起来组织伟大的
`
十字军征伐

’ ,

反对粮食投机者
,

反对富农
、

土豪
、

破

坏分子
、

贪赃受贿的人
,

… …
” ② “

必须立即神速地提出一项关于惩治贿赂行为 (受贿
、

行贿
、

串通贿赂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 ) 的法案
,

贪污者起码要判十年徒刑
,

并强迫劳动十年
。 ” ③ 一

九一八年五月八 日
,

列宁亲自签署了同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法令
,

为纯洁和悍卫苏维埃政权发

挥 了积极作用
。

毛泽东同志也早在建国前夕就告诫我们
:

要警惕
“

糖衣裹着的饱弹的攻 击
” 。

④

建国初期
,

面对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猖狂进攻
,

他又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开展了
“
三反

” 、

“ 五反 ”
等运动

,

并亲自公布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
等法律

、

法令
,

有力地打

击了受贿
、

贪污等犯罪活动
,

挽救了大批干部
,

巩固了人民政权
,

恢复了国民经济
。

当前
,

我们的党和国家在十年内乱之后
,

重新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
,

进人 了伟大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

但是
,

有极少数人
,

利用我们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

在经济领域中大搞走私
、

投机倒把
、

贪污
、

受贿等犯罪活动
。

这些严重的犯罪活动对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和人民莉益造成的危害
,

远远超过了建国初期
。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阶级斗争的

重要表现
。

受贿罪不仅是这些经济犯罪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

而且还是造成经济犯罪猖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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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原因
。

事实证明
,

一些经济犯罪的大案
、

要案
,

都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
,

包括少数

中
、

高级领导干部
,

贪赃受贿
,

为罪犯大开绿灯所造成的
。

有的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
,

又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同流合污
,

共同犯罪
。

问题涉及的面相当广
,

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

大
。

如某部后勤部长等人
,

接受投机例把分子韵贿赂七千七百多元
,

非法将废航 空 油 四 百

吨出卖
,

投机倒把分子转手倒卖
,

获暴利十多万元
。

又如某轻工业出口公司 百 货 股 长
,

接

受某港商 (后因敲诈国外客户被港英当局逮捕 ) “
请客送礼

” ,

将我国稳定出口十几年的某产

品经销权转交该港商
,

给国家造成损失货款三十七万八千多元 (港币 )
。

还有的邮局职工
,

收

受走私集团贿赂后
,

利用国家邮车为走私分子运送货物
,

逃避工商行政部门的检查
。

有的干脆

把封邮权交给犯罪分子
,

把邮袋直接交给他们包装走私
、

投机倒把物品
。

如某市火车站邮电

支局局长接受走私罪犯贿赔后
,

主动提供五十条邮袋
,

装运私货
,

颇繁走私
,

仅一条邮袋就

装上千枚银元
。

更为严重的是
,

一些银行干部接受贿赔
,

直接为犯罪分子提供现金
、

货款或

帐户
,

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

成为犯罪分子的经济支柱
。

如某支行会计仅 自一九八 O 年

七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
,

就为投机倒把分子提供现金三百五十多万元
,

本人受贿三万多元以

及大宗物品
。

某县银行行长等人
,

以受贿一千六百余元的代价
,

为投机倒把分子开银行帐户
。

该投机倒把分子利用帐户同六省二市签订所谓
“ 合同 ” 一千三百万元

,

帐户来往总额达六十

六万元
,

获暴利四万九千元
。

至于有些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为走私
、

投机倒把分子提

供公章
、

帐号
,

代开发票
,

从中索取所谓
“
手续费

”
的现象

,

在某些地区也相当普遍
。

不仅如此
,

某

些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
,

还利用他们的职权和各种关系
,

千方百计对查处经济犯罪的大

案要案施加压力
,

制造阻力
, 以掩盖罪行

。

甚至缉私部门
、

公安司法部门的干部被拉下水
,

包庇纵容罪犯的情况也有发生
。

由此可见
,

受贿罪在当前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中
,

具有其特

殊严重的危害性
,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

并给予坚决有力的打击
。

二
、

如何认定受贿罪

准确
、

有力地打击受贿犯罪活动
,

首先必须正确地认定受贿罪
。

这就要求我们掌握构成

受贿罪的条件以及犯罪特征
,

对案件进行具体分析
。

第一
,

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 国家工作人员
。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

犯的决定 》
指出

: “

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
,

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
、

各级行政机关
、

各级司

法机关
、

军队
、

国营企业
、

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
,

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

人员
。 ” 这里 “ 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 包括的面比较宽

,

如集体经济组织 中 从

事公务的人员
,

以及那些原非国家工作人 员
,

但是依法受国家机关
、

企业事业单位委托从事

公务的人 员等
。

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单独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

但是如果他们教唆
、

参与或者

帮助国家工作人员索取
、

收受贿赂
,

则可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
。

如某县委书记之妻参与
、

帮

助该书记索取贿赂八千余元
,

她虽是家庭妇女
,

但仍成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人
。

第二
,

受肠罪是 故意犯罪
。

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之便
,

非法索取
、

收受贿赂
,

违背了

国家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

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

但是仍然希望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

如果缺乏犯罪的故意
,

就不能认定为受贿罪
。

如某机

关领导人为了
“ 广开财路

” ,

批准将机关汽车非法出租长途客运
, “

手续费
” 、 “
出租费

”
大部份

用于集体福利
,

少部分用 于干部
、

职工奖金
。

他对办事员贪污
、

受贿
,

擅自将汽车高价出租给

投机倒把分子等情况并不了解
。

所以
,

即使非法所得数额大
,

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危



害
,

但由于该领导人缺乏犯罪的故意
,

故不构成受贿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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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受肪罪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索取
、

收受肪路的行片
。

’

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犷

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造成的方便条件 , 所谓素取
、

收受贿赂
,

*
一

是指非法索要
、

接

受他人给予的公私财物
。

只有客观行为上同时具备这两点
,

才能构成受贿罪
。

如果国家工作

人员非法索取或接受财物
,

但是并未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所遭成的方便
,

,

则不构成受

贿罪
。

如某车间主任以揭发相要挟
,

向一投机倒把分子敲诈财物
、 因与其职 务 无 关

, 、

故 不

构成受贿罪
,

而构成敲诈勒索罪
。

同样
,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

实施犯罪
,

但并未索要

或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

也不构成受贿罪
。

如某厂基建科副科长勾结他人
,

利用职务之便
,

骗取本厂所付货款和运输费十万七千余元
,

本人从中得赃款一万二千余元
。

因其骗取本人经手

的公款
,

故认定为贪污罪
。

因此
,
客观上是否具有利用职务之便

,

非法向他人索取叮收舜贿

赂的行为
,

是受贿罪区别于其它犯罪的重要特征
。

L

_ _
. L

·

必

有的同志认为
,

为行贿人谋取非法利益
,

也是构成受贿罪的必要条件
。

如果行为人
“
贪

赃不枉法
” ,

即虽然利用职权索取
、

收受了贿赂
,

但是并没有再干违法之事
,

就不构成受贴罪
。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

固然
,

贪赃枉法的案件在受贿案件中所 占比例较大
,

但是啼

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贯或者多次凭借权力
,

非法索取
、

收受大量贿赂
,

但为行贿人所谋取利益

的本身并不一定违祛
,
还有的国家工作人员

,

并不真正打算为行贿一方谋取什么利益
,

而是采

取
一

“ 榨干了事
”
的恶劣态度

,

甚至使国家
、

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

或者造成行贿人倾家
:

荡

产
、

自杀等严重后果
。

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显然已经触犯了刑律
,

构成了受贿罪
。

面

对于那种索取
、

收受贿赂的前后
,

又为行贿人谋取不法利益的
,

应当按受贿罪
,

从重处罚
。

有的还可能构成其它罪
,

如受贿人接受贿贻后为行贿人作枉法裁判或者与行贿人共同走私等
,

受贿人又构成枉法裁判罪或走私罪
,

应当数罪并罚
。

-

第四
,

受贿菲所使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等正常的活动
。

它妨害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

对内对外活动中实现自己的职能和任务
,

甚至改变了这些部门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社会主义

的经营方向
。

但在实践中
,

有的行为人
“
吃请受礼

” ,

虽具有受贿性质
,

但是数额较小
,

情节

显著轻微
,

危害不大
,

对这种不正之风
,

不能认定为受贿罪
。

以上四方面是受贿罪所具有的特征
,

只有同时具备这四方面的条件
,

才能认定为受贿罪
、

在认定受贿罪时
,

应当特别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

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 明确指出

: “

要划清工作失误同违法犯罪的界限
,

划清经 济 上

的不正之风同经济犯罪的界限
,

划清走私贩私
、

贪污受贿
、

投机诈骗同实行对外开放
、

对内

搞活经济政策中由于某些制度
、

办法不完善而发生的问题的界限气 就是要我们严格区 分 罪

与非罪的界限
。

对于构成受贿罪的
、
要采用刑罚处罚的方法

;
对尚不构成犯罪的

,

要采用党

纪
、

政纪
、

军纪处分的方法
,

或者采用批评教育
、

完善制度等方法
。

因此
,

只有划清受贿罪

与非罪的界限
,

才能作到不枉不纵
。 _

划清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
,

关键在于抓住受贿罪的特征
,

并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

学方法
。

例如有的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 员在经济来往中提取回扣问题比较难以认定
。

本来
,

在一九五二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
第七条中规定

: “
在本条例公布前

,

曾 因 袭

旧社会恶习在公平交易中给国家工作人员以小额回扣者
,

不以行贿论
。

但在本条例公布后
,

如在与国家工作人员交易
二

中仍有送收小额回扣倩事
,

不论送者收者
,

均分别以行贿
、 、

受贿治

罪
。
” 但是

,

由于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了党风
、

民风
,

.

又由于在实行对外开放
、

对



内搞活经济政策的同时
,

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
、

管理措施未能及时跟上
,

加之不少人法制观

念淡薄
,

以至送收回扣的现象依然存在
,

而且有所发展
。

对此
,

国务院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

日 `关 于制止商晶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
》 又作丁规定

: “

一切社会主义的企业事业单位
、

经

济单位之间的购销活动
,

一律禁止提取
`

回扣
’ 。

过去实际上存在的提取
`

回扣
’
的作法

,

要

立即庚除
。

关于我国在国称贸易活动中的
`

回扣
,

的问题
,

另行规定
。 ” 这样

,

对已产生 的 提

取
“ 回扣 ” 的向题

几

,

就不能 “ 概而论
。

而应调查案情
,

具体分析
,

区别对待
。

如对于贪图钱

财
,

明知故犯
,

利用职权索取
、

收受较大数额回扣归己所有
,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
,

已具备受贿罪的全部特征
,

应当认定为受贿罪
,

追究邢事责任
。

而对尚不具备受贿罪全部特

征的
,

如业务员遵照 本企业的规定
,

收取了小额回扣
,

其行为既缺乏犯罪的故意
,

又未造成

严重的危害
,

就不宜认定为受贴罪
。

至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提取回扣
,

情况更为复杂
,

更不

能一概定罪
。

提取回扣在国外普遍存在
,

如果是考虑科我国的利益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回

扣
,

是正当的
,

不能认为是犯受贿罪
。

还有的同志认为受贿罪与馈僧的界限不好区分
。

本来
,

亲友间的合法馈赌与受贿犯罪是

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 I句题
,

但在经济领域的犯攀活动中
,

行为人往往以懊赠的面目掩盖贿赂

的实质
,

使二者不易区分
。

这同样需要掌握受贿罪的特征
,

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

实践证明

应注意查清以下几点
:

( 1 ) 双方关系的亲疏
; ( 2 )

“

馈赠
” 的原因

.

、

经过
,

是否与受 礼 人

的职务有关
; ( 3 ) 获取财物的数垦

、

种类
。

这对进一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

是
一

十分必要的
。

三
、

如何惩治受赚罪

在惩治受贿罪的斗争中
,

应当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办事
。

第一 必须明确 打击 重点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的 《决定
》
指出

: “

对一般案件和重 大 案

件
,

重点抓重大案件
;
对历史积案和现行案件

,

重点抓现行案件
; 对社会上的普通案件和国

家机关
、

企业事业内部的案件或它们与社会上不法分子共谋进行的案件
,

重点抓与国家机关
、

企业事业有关的案件
。

总之
,

要集中力量抓紧处理大案要案
,

并且着重整顿党的组织
、

干部

作风和严密各项管理制度
。 ” 这些规定

,

对处理受贿罪完全适用
。

所谓大案要案
,

主要 是 指

受贿数额巨大的
,

因受贿使国家和公共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
,

以及领导干部贪赃枉法等现行

案件
。

对这类案件作为查处的重点予以严惩
,

是由于这类案件对社会的危害大
,

给国家造成

的损失大
,

在群众中形成的民愤大
。

只有将这类案件作为查处重点予以严惩
,

才能打 中要害
,

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

当然
,

对于一般受贿案件也要依法处理
,

不能任其泛滥和发展
。

所谓

明确打击重点
,

是指查处案件要有主次
、

先后
、

重轻
、

急缓之分
。

第二
,

应严 格依法惩治受贿罪犯
。

过去对受贿罪打击不力
,

固然与法律定刑偏轻有关
,

但是
,

执法不严
、

违法不究也是重要原因
。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经济领域中违法犯

罪活动的新情况通过的
《决定 》 ,

对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有关受贿罪的条款修改规定为
: “

国

家工作人 员索取
、

收受贿赌的
,

比照刑法第一 百五十五条贪污罪论处
” ,

这样
,

对于情节特别

严重的受贿罪
,

就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从而大大提高了受贿罪的处刑幅度
。

这是我们

惩治受贿罪重要的法律武器
。

惩治受贿罪犯
,

就要惩治我们队伍中那些贪赃枉法的变质分子
,

这些人大都是有职有权的国家工作人员
,

有的还是领导干部
,

因此
,

查处这类案件往往阻力大
、

困难多
。

是否敢于冲破阻力
,

克服困难
,

特别是对牵涉到领导干部受贿的案件是否敢于追查



到底
,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能否依法惩处他们
,

这关系到这场斗争的成败
。

的
《决定

》
指出

: “

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
,

必须查明情况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

依法制裁
。 ” 我们绝不能屈

从于某种压力而对犯罪分子迁就姑息
,

更不允许包庇纵容
。

对于犯有严重罪行的受贿罪犯
,

“
不管是什么人

,

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
,

不论她的职务高低
,

都要铁面无私
,

执法如山
” 。

严格依法惩治受贿罪犯
,

不是一律从严
,

而是要区别对待
,

·

正确适用法律
。

如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
《决定

》
规定

: “
凡在本决定施行之 日以前 犯 罪

,

而在一九八二年五 月 一 日以 前

投案自首
,

或者已被逮捕而如实地坦白承认奋部霏行
,

并如实地检举其他犯罪人员的犯罪事

实的
,

一律按本决定施行以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

凡在一九八二年五月一 日以前对所犯的罪

行继续隐瞒拒不投案自首
,

或者拒不坦白承认本人的全部罪行
,

亦不检举其他犯罪人员的犯

罪事实的
,

作为继续犯罪
,

一律按本决定处理
。 ”
我们必须遵照执行` 当然

,

在过 了这 个 期

限以后
,

有些人如能自首
、

坦白或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
,

在适用该决定的前题下
,

仍然可以

依法给予宽大处理
。

但是
,

如果隐匿
、

销毁罪证
,

嫁祸于人
,

或对他人揭发检举进行阻挠
、

报复等
,

就应依法严惩
,

构成数罪的
,

应当并罚
。

第三
,

应注意追墩赃款胜物
。

受贿罪是以贪赃为 目的的犯罪
,

惩治受贿罪与惩治其它经

济犯罪一样
,

既要注意政治上的打击
,

也要注意经济上的惩罚
,

不能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

便宜
, “
痛苦一阵子

,

舒服一辈子
” 。

刑法总则第六十条规定
: “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 切 财

物
,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 ,

·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

受贿罪比照贪污罪处罚
。

因

此
,

在处理受贿案件时
,

除应该予以追缴赃款赃物或责令退赔外
,

还可以考虑并处没收财产

的一部或全部
。

而对于决心悔改并积极退赃的罪犯
,

则可以酌情予以从宽处理
。

第四
,

关于 国家机关
、

团体
、

企业事业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 受贿 问题
。

有人说
: “

这 是 好

心办坏事
” 。

我们认为这一问题非同小可
,

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机关
、

团体
、

企业事业单 位 以

及集体经济组织的方向
。

在我国对法人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

因此在原则上
,

对已经构成犯罪

的主管人和直接责任人
,

应当追究必要的刑事责任
。

但是
,

正如中共中央
、

国务院
《决定

》

指出的
: “ 在判定罪责时

,

要划清个人贪污同化大公为小公的界限
。

对于在经济上犯有 不 那

么严重的罪行的人
,

在他们决心悔改和清退赃款赃物以后
,

可以减轻或免予处分
。 ”

例如某生产大队 自开办
“
五金设备厂

” 以来
,

从未开工生产
,

专门代开发票
,

索取
“
手

续费
” 。

如发现
“ 来路不正

” 的
,

就多敲
“
手续费

” ,

高达百分之四十
。

仅在十个月中就代开

发票三十七万多元
,

从中索取
“
手续费

” 一万零八百元
。

该大队及厂领导采取不正当手段获

利
,

实际上支持了社会上的经济犯罪活动
,

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

但是所得非法收

入
,

均作为大队的
“
生产

”
收人

,

分给了社员
。

这与将非法所得装人私囊的情况是有区别的
。

因此
,

对主管此事的领导人或直接责任人可以定受贿罪
,

分别情况考虑从轻
、

减轻处罚
。

而

对一般群众
,

不宜定罪
,

可以批评教育
。

最后
,

在惩治受贿罪的同时
,

我们认为还要注意悠治行肪罪和介绍肪赂罪
。

这两种犯罪

往往与受贿罪密切相连
,

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

特别是近两年来
,

行贿
、

介绍贿赂的往

往就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
,

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

总之
,

我们与受贿罪的斗争是当前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重要部分
。

只要

我们充分认识到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的严重性
、

危害性
,

以及反腐化变质的必要性
、

迫切性
,

在实践中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办事
,

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