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法辅导：经典案例分析行政案6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8_BE_85_E5_c80_203373.htm 案情： 犯罪嫌疑人马

某，在担任本村村委会主任期间，于1997年1月未经村委会研

究，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将本村村委会集体款5万元借给他人使

用，于1998年10月归还。2003年2月18日，犯罪嫌疑人马某被

立案侦查。 案例分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马某擅

自将本村集体款5万元借给个人使用，直至1998年10月归还，

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马

某之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理由是，犯罪嫌疑人马某挪用行

为发生在1997年1月，挪用资金数额较大的追诉时效是五年，

犯罪嫌疑人马某之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应当撤销案件，

不追究马某刑事责任。 评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第一种

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马某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是挪用资金

罪是继续犯（持续犯），其追诉时效应从归还挪用资金

即1998年10月起计算。实际上，挪用资金罪应属状态犯，其

追诉时效应从犯罪成立之日起计算。 状态犯是通常犯罪所表

现的形态，即犯罪既遂以后，犯罪行为就结束了，与不法状

态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例如盗窃一辆汽车，占有汽车的不法

状态与盗窃行为没有关系。继续犯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

步。常见的继续犯如非法拘禁，绑架，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毒品、假币等持有型的犯罪。 挪用资金罪不符合继续犯的

特征，应属状态犯。因为只要行为人将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

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

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其犯罪行为即



已经完成。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规定，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如果说挪用资金罪是继续犯，则挪用资金不退还的

，其行为永远不会过追诉时效。显然，这与立法原意是相违

背的。 因此，马某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应以犯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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