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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对不作为犯罪研究的深入、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以及立法界、司法界、刑法学界有识之士关注
的逐渐加深，我们自然会发现，我们现有的刑法规范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惩治不作为犯罪的需要，原有
的建立在作为犯罪理论基础上的刑法规范体系亟待调整、充实和完善，刑法有关条文需要不断修改、
完善和扩张。
一方面，刑法总则中的一般性规定，需要从不作为犯罪的角度，根据不作为犯罪的特点和规律进行补
充、完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犯罪形态的出现，尤其是不作为犯罪形态的出现，刑法
分则中大量的可能存在不作为犯罪形态的罪状需要补充、修改和完善，有必要纳入刑法视野的不作为
行为形态应当增设在刑法分则的有关章节中，这必然导致刑法条文的大量增加和罪状表述上的冗长，
刑法典的简约性和明确性将不断受到挑战，刑法的谦抑性将受到冲击。
如何将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有机纳入在一个刑法典中，既照顾二者的特性和规律，又确保刑法典体
系上的完整性、严密性、连贯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将成为中外刑法学界、立法界不得不面对而又需
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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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我国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立法前景的展望和建议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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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不作为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存在的规律　　（一）关于纯正不作为犯罪　　纯正不作为犯罪存
在于我国刑法中的部分事故型犯罪中，如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失职型犯罪中
，如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
环境监管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拒绝型犯罪中，如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等；带有“不⋯”字型犯罪中，如徇私舞弊不
移交刑事案件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等。
　　考察渎职罪中的37种犯罪，属于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有：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失职致使在押人
员脱逃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
合同失职被骗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放纵走私
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
，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等14种。
　　对于持有型犯罪，我国刑法学界对其归属颇有争议，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作为说。
该观点认为，法律规定持有型犯罪，旨在禁止行为人取得特定物品，故持有行为违反的是禁止规范，
属于作为。
第二种观点是不作为说。
该观点认为，法律规定持有型犯罪，旨在命令特定物品持有人向有关部门上缴该物品，而行为人不上
缴违反的是义务性规范，因而是刑法禁止的不作为。
第三种观点是独立行为说。
该观点认为，持有既不同于作为，也不同于不作为，应是与作为、不作为并列的行为形态。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持有是一种状态；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则没有争议地认为持有
属于作为。
第四种观点是作为与不作为择一说，简称择一说。
该观点认为，持有究竟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可具体分为四种主张：其一，持有不是
第三种行为形式，依照逻辑，持有既可在作为范畴中体现（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应在不作为
犯罪中体现（应当持有而不持有），只是立法与司法实践尚无不作为的实例。
其二，依据持有的原因行为是否合法来决定持有的行为性质，非法者是作为，合法者是不作为。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理论与实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