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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7_91_E5_BA_93_E8_c122_480448.htm 上海市市长韩正决

心用“关羽刮骨疗毒”的办法惩治腐败，今年下半年将要召

开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议题就是反腐败，而且反腐败立法也

紧锣密鼓得进行着，所以国人确信并期待着一切腐败分子的

末日即将来临。在这种形式下，我把曾辩护过的多起贪污犯

罪中涉及“小金库”贪污的案件予以总结成文，权且算作对

中央掀起这股声势浩大的反腐浪潮的响应吧。 “小金库”相

对于正规帐而言是“帐外帐”性质，它普遍存在于各类公司

企业、国家事业和行政单位、社会团体及各种协会、学会等

组织中。这些组织的管理者利用职务之便，采用隐蔽方法千

方百计大量囤积“私房钱”，逃避国家监管和内部普通人员

的耳目，采用动态平衡方法随时应对外界的风吹草动，假公

济私、坐地分赃甚着直接取用。比如用小金库的钱购买小轿

车和自己主管的单位签订租车合同，购买高档数码摄象机私

分或者为自己子女上学送礼，用小金库的钱支付家人吃请费

、招待私交旅游费，用小金库的钱“跑官卖官”，到领导到

届前瓜分小金库剩余存款等等。 国务院办公厅1995年5月4日

转发国办发［1995］29号《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意见

》给“小金库”下的定义：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有关规

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未列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

门的账内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

金库”。 小金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回扣

和佣金以及行政机关的各项罚没收入；有收费权的单位利用



巧立名目收费、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收费开白条不记帐办法

“创收”；生产型单位利用把溢出款、合理损耗款、大帐公

款利息收入款、出售残次品和边角废料收入款、处理报废固

定资产变价收入款以及违约金、代收款等价外收费款划进小

金库。 小金库资金的用途：多用于各种奖金、补贴、通讯费

、交通费、招待费等。例外的用到了单位行贿公、检、法来

摆平一些纠缠事件，礼尚往来于相关联人，更有甚者用于嫖

娼、赌博、包小姐。这所谓的正常用途违反了财政法规，不

仅造成国家和单位收入的流失，导致消费基金非正常增长，

加剧通货膨胀，扰乱了经济秩序，还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而且诱发和滋生各种腐败现象。由于每次腐败金额往往

在5000元之下很难触犯刑法，对此打击不是致命的。虽然经

过企业和单位自清自查，而且从财政、审计、银行、税务、

主管部门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抽调

人员组成重点清查组，选择一批企业和单位进行重点清查，

但是仍然屡禁不绝。1995年5月4日以前对待小金库问题，国

务院的文件要求资金纳入账内核算，进行帐目调整处理，对

主要责任人法纪处分，一般不按刑法处理。 认定小金库贪污

案件的特点：较一般贪污案件复杂、困难；调查、取证难；

被告人容易狡辨、抵赖；证据存在“变天帐”、“私房钱”

性质等。但万变不离其衷，无论主观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

也无论手段是挪用、侵占、侵吞，只要行为人非法占有了财

产就可以认定贪污犯罪成立。 小金库犯罪有可能涉及的罪名

有贪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挪用公款、行贿、对单位行

贿、单位行贿、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和隐匿、故意

毁坏会计凭证、会计帐薄、财务会计报告等。最为常见多发



的是贪污和职务侵占，两者只要区别是主体不同，在客观上

没有差异。 前八种法犯罪是刑法上的规定，后头的是国家

在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中对第一百六十二条后增加条

款：“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

薄、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单

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算是针

对小金库贪污犯罪所设立的一条罪名，防止了有罪却无法可

依的局面，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小金库贪污案件证据难寻、被

告人易翻供的现实。 小金库贪污犯罪分子利用“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这一“私房钱”的性质，有时把“变天帐”

销毁，让反贪机关的侦查陷入汪洋大海之中，案件嘎然而止

，使贪污分子逍遥法网之外。 前年中原油田销售公司某基层

单位财务老总某某，掌管单位小金库，小金库资金来源是油

库损耗和溢油款，一年高达几百万，小金库资金主要用于领

导支付对外关系支出还有单位两节发放奖金物品等。书证有

存折两张，10.5万元那张存折是复印件，原件没有查明存处；

另外一份存折上显示存12次（包括转存3次），取23次（包括

转取3次）金额273000元。公诉人认定贪污的这笔款项仍在某

某保管的存折上，没有私自取出。 基于被告人来会翻供三次

，辩护人的辩护要点是划分出小金库正常支出的金额，先给

被告人减少了尽30万数额，并在判决后从扣押款中要回。在

剩余的14.2万中又区分出某某主观上有和经理平分的意思表示

但客观上没有分的事实，说明处于犯意状态，不能认定犯罪

成立。然后论述被告人对3、7万元的利息款存在占为己有的



主客观可能，由于公诉人没有相应起诉内容，也不能定罪量

刑的辩护观点。最后法院以贪污未遂减轻判决。 此个案说明

小金库贪污案件的复杂性，要不是被告人来会翻供三次，此

案很难判决贪污罪成立。从证据上说没有找到“变天帐”，

只能以存款折上的记录作为现金帐，存款折有十几个，只有

这一个有存取记录，也就是说算得上是个流水帐，证据少的

相当可怜。认定犯罪只能从支离破碎的相对可信的事实入手

，对公诉机关来说能判有罪就是胜利，至于罪行相适可谓祈

求。相反，我的辩护功亏一篑，在稍有遗憾之外更多的是深

思小金库犯罪的刑法理论问题：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应该涵

盖在查清存在小金库情况下而拒不提交帐薄的行为视同“隐

匿或者故意销毁”性质的内容，或者干脆把“隐匿或者故意

销毁”变为“隐匿、故意销毁或者拒不提交”，把这种情况

直接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定罪量刑；增加私设小金库罪

，凡是设立小金库只要是金额达到一定峰值就构成犯罪。假

如此罪名存在，上案中某某老总不可能不承认单位溢油款和

损耗款一年几百万的事，就此一点完全可以达到罪行一致了

。 希望在今后的反腐败法中早日对难于根除的小金库问题立

法，让人民的财产普照在阳光之下，让严明的制度去斩断伸

向人民财富的黑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