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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廉崇洁·志存高远（代序）

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实践，把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

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高校是培养人才，传承文明，生产、传播和
创造新思想、新理念、新文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加强校园廉政文

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我校学科综合的优势，注重古今中外廉政文

化研究成果，向全体师生员工传播先进的廉政理念、廉政知识、廉

政人物、廉政要求，并向社会辐射。深入推广“廉政文化进校园”活
动，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对于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弘

扬和创造先进校园文化，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学校建设全

国知名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早
在２００６年，由浙江工业大学纪委、纪检监察办公室牵头并指导，校

团委和法学院等单位的联合筹划下，由法科学生自发成立了“浙江

工业大学廉政文化研究社”。此后的几年里，该学生社团始终坚持

以本校师生为主体，以各种符合当代高校发展规律和广大教职员
工、青年学生身心特点的活动为载体，在我们的校园里全面、积极

地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让清香的廉政之风吹遍了浙江工业

大学的校园。

几年来，我校积极依托法学等学科优势和团学活动的多样性

优势，以纪检监察专职人员、法学专业教师和学生思政辅导员队伍

为本项工作的主力军，在课堂教学和团学活动的设计开展中加强

对学生的引导，切实保障廉政文化的科学发展。坚持把廉政、廉洁
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与

科学发展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地位观、权力观、利益

观教育结合起来，与我国反腐倡廉历史教育结合起来，与教师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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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诚信教育结
合起来，与寓教于乐的各种文艺活动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党员干
部、教职工、学生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省部共建”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这给我校建设全国知名

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个能干事、能干好事、能干好大
事的廉政环境、和谐氛围带来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我们应花大力气
防止腐朽落后的文化影响和侵蚀师生们的思想观念。因此，加强
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就必须把反腐倡廉教育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在

党员干部中深化廉政教育，在教职工、学生中加大廉洁宣传引导力
度，促进全校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扬善弃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生
活观念的形成。

尽管全国的各个高校都跟我们一样在积极地进行这方面的工

作，且成效显著。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和忽视的是，少数高校一些与
经济往来比较密切的单位、部门违纪违法问题仍偶有发生，损害师
生员工利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从媒体的报道和我们的调查、

研究中不难看出，近年来，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

且串案、窝案的特征明显。同时，伴随着社会新形势下的新变化，

教育系统腐败也逐步呈现出一些 新情况、新特点，十分值得我们去
深思。究其原因，除了少数高校党员干部价值观扭曲、法制意识淡

薄这一犯罪的主观因素以外，在社会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过程
中，多元思想观念的出现，带来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和融合，负面
影响使一些人放松世界观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
义等思想滋生，加之法律意识淡薄，成为诱发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

主观因素。同时，社会腐败现象成为诱发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客
观因素。在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深
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虽然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依
然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与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及出现的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使预防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加上教育大发展中，学校
内部管理制度虽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制度建设本身具有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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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点，学校管理制度仍存在不健全、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等问
题，也为教育系统职务犯罪高发提供了可乘之机。

基于上述现象和理由，教育系统职务犯罪预防的紧迫性显而
易见。教育部提出的“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号召，是反腐倡廉工
作和加强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件大事，是构建和谐教育、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客观需要，是学校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师廉洁从教和加
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基础道德教育、传统美德教育、法制意识
教育，对使得廉洁的土壤到处蔓延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为此，我
院在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办公室和《廉政文化视野下的毕业生职务
犯罪预防教育机制研究》课题组的指导下，组织专人，历时近一年
时间编撰本书。参加本书编撰的，是一批常年从事并热衷于校园
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的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他们走出课堂，将法律
知识、法律精神、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与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紧密结
合，并将“敬廉崇洁，志存高远”的思想广泛地予以传播。

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更直观地认识和理解职务犯罪，本书采
取理论介绍与案例评析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做到通俗易懂，通过大
量具体案例，在全面系统介绍职务犯罪相关知识的同时，以案说
法，重点对职务犯罪的每一个罪名的法律界限、立案标准、处罚轻
重进行了详解，并结合实际解难答疑，指出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
能行为是违法和犯罪，可供各位读者，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和有志
报考和从事公务员工作的高年级学生学习、对照、参考和辨别。

当然，我们的工作只是初步的，我们对当前职务犯罪的严峻形
势分析并不系统，选取的案例也可能是具体典型的，无法对当前形
形色色的职务犯罪行为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仍需要读者进行进一
步的更为细致、宏观和深入的思考。

编　者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于屏峰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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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务犯罪历史考察

第一节　我国历史上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

从我国古代法制史料中可以发现，古代的官吏犯罪（称为“脏
罪”），常常与现代经济犯罪的内涵与外延方面相伴随。

脏罪是与财物相关的犯罪，如盗窃、贿赂、贪污等。秦汉以前，
包括秦汉时期并没有脏罪概念。秦汉以前的财物犯罪散见于盗
窃、抢劫、抢夺食物等具体罪名，无论是《吕刑》中的寇贼、奸宄、夺
攘、矫虔，还是《法经》所载“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第一次统一经
济犯罪概念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用“臧”字表示的涵义，即“匿臧”和
“栽赃”的法定语义。① 应当说“臧”同以后的“赃”同义。汉至魏晋
的典籍中，用“赃”字表现的罪名逐步增多。如汉时的“坐赃”；晋时
的“赃”物。唐朝立法与司法在贞观之治之后达到封建法制的巅
峰。此时，对脏罪概念的确定，内涵明确，外延清楚。《唐律疏议》
对“脏”的解释为：“脏谓罪人所取之脏”，包括“强盗、盗窃、枉法、不
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等六色正脏。到后来的元、明、清等朝代一
直沿用“脏”罪，表示经济犯罪。如《元典章·刑部》中的《诸赃》篇；
《明律》中的《受脏》篇；《清律》中的“六脏”等。

脏罪的文辞演绎是在脏罪的立法的典章和学理的文献中抽象
出来的。从立法演进的角度研究脏罪，就会发现古代脏罪内涵确
定的经历———从治盗转入治官的重心转移的过程。

汉隋前，脏罪主要指向盗贼罪中的“盗”字代表的罪种。“盗”

３

　第一章　职务犯罪历史考察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者，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至于“贼”，现代有两种解释，
一是《秦律通论》认为“是伤害地主阶级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
《经济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一书指出：“贼是对政治、法律、道德，主
要是统治秩序的破坏以及对人身的危害。”（虽然两种释义差异分
明，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都是对李悝《法经》中“盗贼”所作的
解释。二是把“盗”罪与危及统治阶级经济基础的“贼”罪联为一
体。对脏罪的严重性的看法是一致的。）另外，《吕刑》规定的财产
犯罪有两类：其一，抢劫、抢夺罪类———“寇贼”和“夺攘”，“矫虔”。
其二，“盗窃罪———奸宄”。秦时关于脏罪的规定，据《睡虎地秦墓
竹简·法律答问》所载，有关惩治“盗”罪者达四十五条之多。

在汉隋时期，脏罪中增加了惩治官吏脏罪的涵义，汉代在萧何
主持下，在《法经》基础上形成汉律《九章》，确立了许多惩罚官吏公
侯脏罪的规范。如《盗律》中的《受赇》条，将官吏受财枉法确立为
犯罪。隋律又设《请赇》篇。“赇”就是：以财物枉法相谢，或“法当
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变曰赇”。以上关于赇的规定与
现代“行贿”、“受贿”涵义相近或相同。另外，汉律把官吏利用职权
进行贪污盗窃称为“主守盗”、“主守偷”。《汉书·刑法志》注释中
颜师古提出：“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
这里的“主守自盗”所说的是官吏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盗窃，犯
脏罪的官吏可处以重刑，甚至死刑。《史记·功臣表》和《汉书·王
子侯表》都有关于官吏受贿和贪污而处死罪的记载。

唐代在《永徽律》中关于脏罪的规范表现为：“六脏”体系。《唐
律疏议》述之为：强盗、盗窃、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等六色
正脏。在立法意义，将经济犯罪归类规定，便于认定和执行；又以
此为标准形成了一切脏罪的重刑标准。《唐律疏议》对“六脏”作了
详尽的解释。如“强盗”，以威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
“窃盗”，有“取其非物”行为，但无“下威而取”之皋（其他四脏略）。
值得说明、研究唐律脏罪应当注意在唐律的《名例律》中首次把官
吏犯脏从《贼盗律》中分离出来，置于《职制律》之首位。

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关于官吏职务性违法犯罪，各代刑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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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均有明文规定。
《唐律疏议》云：“职制者，起自于晋，名为违制律。爰至高齐，

此名不改。隋开皇改为职制律。言职司法制，备在此篇。”明、清律
吏律中有职制门，它们是古代职务犯罪的主要立法。中国古代的
刑律在组织布局上以保证封建国家的各项国务活动为主要出发
点，而国务活动主要依靠官吏进行，所以，刑律绝大部分的篇目都
体现国务活动的各方面，都体现国家在各种国务活动中对官吏进
行的监督上。从立法角度讲，封建社会初期，职官违法犯罪的法律
条文都散见于刑律的各篇之中。封建国家授予各级各类行政官员
的权力各有分界限度，要求官员依据封建法律制度以及行政法规
定的程序、方式在其权限内行使职权。凡违犯封建法律的内容条
款，违犯行政法的程序方式，超越权限的管理行为，都属于职务违
法和犯罪行为。

一、我国历史上的职务违法
包括职官的超越职权与滥用职权。所谓超越职权是指超越自

己应有权限、职责范围的行政行为。具体包括大臣专擅选官、滥设
官吏、署置过限、诈假官、诈与人官、事应奏不奏、事应上不上、出使
不复命、擅勾属官擅兴徭役、擅造作、擅作修舍、擅用调兵印信和信
牌、私役官军、私役部民夫匠、私借官车船等。在封建制度下，专擅
主要指下级侵犯上级职权、本部门侵犯其他部门的职权。所谓滥
用职权是指职官滥用所授予的职权，违法管理，违法履行职务。具
体指增减官文书、官文书私开封、同僚代判署官文书、弃毁制书印
信、官印私启封、漏使印信、漏使或倒用钞印、脱漏户口、欺隐田粮、
赋税不均、丁夫差役不平、收粮违限、因公擅科敛、隐蔽差役、俯赊
钱粮私下补数、擅开仓库官封、出纳官物有违、官物不应用而用、嘱
托公事、私和公事、诈病死伤避事、官司出入人罪、断罪不当、长官
使人有犯、主守教囚反异、拟断赃物不当、诈冒给路引盐引茶引、虚
出通关朱钞、行幸妄取于民等。另外，还有失职性的违法与违犯程
序公式性的违法等。总之，封建国家要求其官吏依据封建法律的
原则、宗旨、具体条款和规定理断刑狱、征调赋役、管理国库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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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一切事务，凡违法任意处断、挟私行诈等均属职务违法行为或
违法行政行为。

二、我国历史上的职务犯罪

１．贪赃枉法罪。古代有“赃罪”的概念。元朝指“犯赃滥致罪
者”。“纳贿曰赃，猥杂曰滥。”①《赃罪条例十二章》专为官吏受财枉
法和不枉法而设，至此“赃罪”演变为一类主要的职务犯罪。

（１）行贿受贿。西周《吕邢》之“惟来”，战国《法经》之“受金”，
《汉律》之“受赇”，“唐六赃”之“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等皆
为受贿性质的犯罪。受财枉法是指“受有事人财而为曲法处断”。
受财不枉法指虽受财而未枉法处断。“受所监临”是指监临官不因
公事而接受监临内财物，其中乞取、强乞取的，“准枉法论”。在唐
律中，受贿者与行贿者也是以必要共同犯罪对待，同时都依行为结
果之轻重来决定刑罚的轻重。首先，惩治“有事以财行求”的行贿
罪。行贿后，主司官吏根据行贿者的请求实施了枉法处断的，行贿
人计贿赂之值坐赃论处；官吏受财后未枉法处断的，则行贿人比坐
赃减二等处罚。其次，严惩官吏受贿之犯罪。唐代的刑事政策是
重处接受贿赂的有职权的官，受贿官吏的处罚也是以受贿后行为
结果的轻重为转移。最后，惩治官吏事后贿赂的犯罪。

唐律对于比较狡猾的贿赂罪也有防范。如有事人在官员作处
置时，并不许诺财物，而到事后才送财物。对这种形式的贿赂罪唐
律的处罚仍是以是否枉法为依据。刑律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
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
论”。② 对这种犯罪，贿赂罪总是成立：如属违法处断的，照“受财而
枉法”之幅度处罚。如处断并未枉法的，则比照“受财而不枉法”罪
减轻，即依实犯接受部下财物罪（“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一尺笞
四十，一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同时，行贿者比受贿者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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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指南·赃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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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处罚，最高处杖一百之刑。① 元朝的介绍贿赂称为“过钱”。过
钱人在贿赂中起了转交、保管赃物的作用。鉴于过钱人常常吞没
赃物，元朝规定对其“验赃轻重，量情处断”对“以才行求”和“过钱”
行为的处罚比“因事取受”轻。

（２）侵占公款。秦律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
法。”②即对于私自挪用公家金钱，也以盗窃罪论。唐律的规定更为
周密：“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
论。强者，各加二等。”③官府中的财物，包括官奴婢（视为财物）、畜
产一概不许私贷、挪用，也不许使用本部门的车辆畜力等运输财
物：“诸监临主守，以官奴婢及畜产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笞五
十；计庸重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驿驴，加一等”；“诸监临之官，
皆不得于所部僦运租税、课物，违者，计所利坐赃论，其在官非所
临，减一等。主司知情，各减一等”。④ 监守为他人私贷官物，双方
的法律责任视该物本身有无文记而定。所谓“有文记”就是“有名
簿，或取抄及署领之类。”因为曾在官府有登记，双方仅为“准盗
论”。而“无文记”处罚较重：“以盗论”，即予以除名，征收倍赃与真
盗同。监临主守自己挪用者加凡盗二等，与监守盗同。

（３）贪污。在历史上一般都没有使用“贪污”这种概括性的名
称，而只是有以情节直名的具体罪名。汉代把官吏利用职权侵吞
官有财物称为“主守盗”。这种“主守盗”一是指官吏偷盗自己主管
的官有财物；二是指官吏利用职权用种种方法把官物转为自己所
有，“法有主守盗，断官钱自人己也。”所谓“断”是指通过一种处分
手段来侵吞，因此这里的“盗”也包括了这种“断”的情节在内。唐
代关于官吏贪污罪的概念基本是沿袭汉代，如唐代颜师古曾说：
“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也。”自盗是指官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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