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中
,

原则上应当肯定可以有胁从犯这种形式的存伍
。

其理 山是
,

胁从犯只是共 1司犯罪人

的一种特殊分类类型
,

它本身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

不能脱离共同犯罪而独立存在
,

所以尽管

胁从犯不具有明确的反革命目的
,

但它仍可以作为反革命共犯
,
l
,
的一种成员而依附存在

.

只

是在具体地对它们加以认定时要十分慎重
,

要以党伪刑事政策和对敌斗争策略为指导
,

切不

可把被犯罪分子裹胁蒙蔽的群众也当作胁从犯处理
,

从而混淆了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
,

造成

不应有的损失
;

贿赂不应包括非物质性

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杨 再 明

读了姜代境同志写的 《 关于贿赂罪几个间题的探讨 》 一文 (载 《 法学研究 》 1 9 8 5年第 5

期
,

以下简称姜文 )
,

深受启发
.

但是
,

姜文认为
, “

贿赂除了财物外
,

还包括其他的不正

当利益
” ,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中不仅包括物质性利益
,

而且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
.

对此不

敢苟同
,

特提出商榷
。

我认为
,

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贿路罪的贿赂概念 中
,

只应包括金钱
、

财物和其它可以用

货币价值计算的物质性利益
,

如免费提供住房 (不包括开后门分公房)
、

免费提供旅游和娱

乐 (如观看艺术表演 )
、

设定债权
、

免除馈务
、

招待吃喝等
,

而不应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

不正当利益
” ,

如
“

送其美色
、

子女安置就业
、

迁移户 口
,

提职调动
”

等等
.

理由如下
:

一
、

从我国法制史上看
,

贿赂的概念中历来都不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

所谓贿赂历来的解释是
:

贿者
,

财也 (金钱和财物 )
;
赂者

,

遗也 (赠送 )
。

贿赂二字是指
“

私赠财物而行请托
,

之意
。

例如
, 《 穆天子传 》 卷二载

: “

贿用周室之 壁
’ ,

壁
,

是 财

物
. 《 隋书

·

场帝纪下 》 载
: “

政刑驰素
,

贿货公行
” ,

货
,

当然也是指金钱
、

财物
。

我国

古代法律还把受贿称为
“

受殊
” ,

如 《 汉书
·

刑法志 》 载
: “

吏坐受殊枉法
” , 《 说 文 》

解
: “

贼
,

以财物枉法相谢也
” .

我国古代法律把贿路罪和贪污罪一样视为赃罪
,

定罪量刑

中采取
“

计赃科断
”

的原则
。

对受贿的公职人员处刑轻重
,

除了看其是否枉法外
,

主要就是

看其收受金钱 财物的数额大小
.

如唐律
、

明律中就明确规定枉法和未枉法的官 吏 收 受 多

少财物处多重的刑
。

从这些古代史书的记载和法律的规定上来看
,

贿赂显然是 指 金 钱
、

财

物
,

而不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

旧中国的刑法受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刑法的影

响
,

在读职罪中虽然规定
`

公务员或仲裁人
,

对于职务上之行为
,

要求
,

期约
,

或 接 受贿

赂
,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 ,

都可以构成受贿罪 (第 12 1条 )
, “

对于公务员或仲裁人
,

关于违

背职务之行为
,

行求
,

期约
,

或交付贿路
,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

都可以构成行贿 罪 (第 1”

条 )
, “

其他不正利益
”

中没有排除非物质性利益
,

但是
,

法条行文方式上是把贿路和
“

其

他不正利益
”

并列写出的
,

并未把
“

其他不正利益
”

包括到贿赂的概念中去
.

我国人民政权



的立法
,

在 《 J川法 》 颁布前
,

无论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
,

还是建国后的立法
,

都是把受

贿行为作为贪污行为之一加以规定的 (如 1 9 3 9年颁布的 《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 》 ,
194 2

年颁布的 《 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 》 ,

19 4 8年颁布的 《 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 污 条 例 》 ,

19 5 2年颁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 等 )
.

这些法规都规定贪污的对象是金钱
、

财物
,

显然受贻的对象也是指金钱
、

财物而言
。

因此
,

纵观我国法制史
,

贿赂的概念中都不

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

二
、

从我国现行法律
、

法规
、

政策的规定上来看
,

贿赂的概念 中也不包括非 物 质 性 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

刑法第 185 条第一款在规定了受贿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后
,

接着规 定
:

“

赃款
、

赃物没收
,

公款
、

公物追还
。 ”

赃款
、

赃物当然只能是指金钱
、

财物或能折算成货

币的物质性利益
,

不包括非物质性利益
,

因为

象中要包括非物质性利益
,

法条中就应对物质

质性秒益无

益和非物质
铸衍算琳黔款兮如果鳞

的对

性利盎分别写出处迎方法
,

不物向
能只是笼统说

“

赃款
.

赃物没收
” ,

因为非物质牲利益中并不存在赃款赃物
。

全国人大常委

会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把受贿罪列入经济犯罪
,

并规定
“

国家工作人员

索取
、

收受贿赂的
,

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论处
” 。

如果受贿的对象是非物质性利

益
,

无法折算为金钱
,

那又怎样比照贪污罪处罚呢 ? 1 98 5年 7月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 人 民

检察院 《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试行 ) 》 中
,

对受

贿罪的定义是这样下的
: “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甩职务上的便利
,

为他人谋取利益
,

而

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
是读职罪的一种

。 ”

这个定义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受贿的对

象是财物
,

丝毫没有包括非物质性不正当利益的意思
。

因此
,

从我国现行法律
、

法规
、

政策

的规定上来看
,

贿赂的概念中不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

三
、

从执法的角度上来看
,

把单纯行送
、

接受
、

介绍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的

行为作为贿赂罪来处理是行不通的` 首先
,

把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找
作为一个司法

中的概念来使用
,

本身就含义模糊
,

无法把握它的具体内容
.

依其含义来说
,

非法取得的足

以供人需要
、

满足人之欲望的一切无形利益都可以包括在内 (例如不正当的封官提
`干

、

入党

入团
、

迁户招工
、

非法性行为等等 )
。

这是一个无法用具体标准来衡量的
“

大口袋
” ,

是很

不科学的
。

其次
,

难以定罪和量刑
.

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与拉关系
、

走后门
、

一

般性的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一般违法行为无法划清界限
.

例如
,

甲开后门把乙的 儿 子 提

干
,

乙开后门把甲的女儿招工
,

双方都从对方获取了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
、
是否对双方都

要以行贿
、

受贿罪论处呢 ? 如果对这种情况要以行贿
、

受贿罪论处
,

又怎能划清罪与非罪的

界限呢 ? 大家都知道
,

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情况并未以贿路罪论处
。

就量刑来看
,

如果只有非

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
,

没有任何财物或可 以折算成货币的物质性利益
,

也无法比照贪污罪处

罚
.

所以
,

我认为
,

我国刑法规定的贻路罪的贿赂概念中
,

只应包括金钱
、

财物和其他可以

用货币计算其价值的物质性利益
.

姜文认为
,

我国刑法把
“

贿路罪规定在读职罪一章中
,

说明贿路罪不仅是一种涉及钱
、

财的犯罪
,

更主要的是一种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
’ , “

对于构成贿赂罪这一读职的

犯罪来说
,

贿赂的是钱财还是其他不正当利益 (当然也包括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一一笔者

注 ) 是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作用的
. ’

我认为贿路罪虽然是属于读职靡
,

_

浸犯的主要客体是国

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

但是正因为它是一种涉及钱财的犯罪
,

所 以它又属于经济犯罪
,

侵犯的

不是单一客体
,

而是复杂客休
.

索贿受贿的犯罪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家机关的声誉和正常活



动
,

而且使他人的财产遭受损失
.

受贿人受贿后
,

又常常贪赃枉法为行贿 人谋取非法经济利

益或为其经济犯罪大开绿灯
,

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

所以

贿赂罪的贿路物就应当是具有货币经济价值的金钱
、

财物及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性利益
.

单纯的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怎么能构成经济犯罪呢 ?

从外国来看
,

的确有一部分国家的刑法规定财物或其他不正当利益可以构成贿路罪
.

例

如规定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或
“

其他利益
” 、 “

非法利益
”

可以构成贿赂罪
.

主要是一部分

资本主义国家
,

如瑞士
、

加拿大
、

巴西
、

联邦德国等
。

他 们的刑法典中虽然有这类规定
,

但

是法学家和法官在对
“

不正当利益
” 、 “

非法利益
”

的解释上却一直存在分歧
。

一种意见认

为
, “

不正当利益
”

是指有形利益
,

即金钱
、

财物和可以折算为货币的财产性利益
;
另一种

意见认为
,

无论是有形利益还是无形利益
,

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包

括在内
,

例如介绍职业
、

提职晋级
、

调换工种
、

性交
、

恋爱等等
`,

再从他们司法实践的情况

来看
,

他们对收受
、

行送
、

介绍无形的非法利益的行为真正以贿赂罪论处的
,

事实上是极少

的
。

苏俄刑法典虽然规定
“

收受任何方式的贿赂
”

的行为都可以构成受贿罪
,

但是从苏联法

学家的论著对
`

任何方式
”

的解释来看
,

还是指的金钱
、

财物和物质性利益
,

不包括非物质

性利益
。

、

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

所 以
, ·

世界上并不是大多数国家刑法 典 中 规 定

或大多数法学家主张无形的非物质的不正当利益也可以构成贿路罪
。

那么
,

主张贿赂中不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是不是会放纵犯罪分子呢 ? 对

于收受
、

行送
、

介绍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否就不追究了呢 ? 当然不是
。

对于这类

行为我们可以根据以下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

如果既有财物或物质性利益
,

又有非 物质 性 利

益
,

而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又不能单独构成其他犯罪的
,

可把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作为

贿赂罪量刑的从重情节看待
;
如果没有财物或物质性利益

,

只有一般性的非物质性的不正当

利益的
,

可给予党纪
、

政纪等行政处分
;
如果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可以单独构成其他犯罪

的
,

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罚
,

不定贿赂罪
,

例如司法工作人员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单纯

收受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而拘私枉法
、

包庇犯罪分子的
,

可按询私枉法罪或包庇罪论处
,

犯罪分子向国家工作人员行送非物质性利益
,

以图国家工作人员包庇其犯罪行为或为其犯罪

提供方便的
,

可按其所犯之罪从重处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