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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3_A8_E5_AE_9A_E7_c122_483094.htm 眼下国人关于黑哨

治罪的呼声不绝于耳，无奈司法机关囿于刑法中没有相应条

款规定，在程序上都难以“介入”，更谈不上追究其刑事责

任了，法律面临的尴尬与悲怆是空前的。1997年罪刑法定原

则的法典化和类推制度的废止是一种历史进步，对此不容有

丝毫的退步。几度法律思考，笔者认为刑法未将黑哨一类受

贿行为框定为犯罪，属明显的“法律漏洞”，且为“法外漏

洞”，其解决的根本途径唯有在刑法中增设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人员受贿罪，别无他择！一、黑哨受贿？？亟待以刑法

方法惩处的严重社会危害行为 黑哨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

的严重程度，对其惩处的刑罚化是必然趋势。除妇孺皆知的

黑哨外，其他非国有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的行为也司空见惯，且

呈蔓延和愈演愈烈之势。如各类民办大中院校人员招生时的

受贿，民办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员在基建招标中的受贿，

私立医院人员收受药品回扣，基金会人员收取好处费等。类

似黑哨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容怀疑的。首先，这些在

社会有一定信赖程度的事业或管理性事务的人员，非但不尽

职责，反倒利用社会的信赖和从事的职务之便大肆受贿，侵

害职务的廉洁性，这就从主体身份上比普通公民所犯的一般

刑事犯罪具有更大的道德邪恶性、欺骗性和危险性！其次，

此类受贿是以公私财产为指向之一，且是利用职务便利而为

的，这就决定了其行为具有受贿数额大，行为更为隐蔽，更



易于得逞的特点，对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破坏也愈发严重

。再次，此类受贿行为严重腐蚀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机

体，毒化行风和社会风气，妨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正常

活动，也败坏了其廉洁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也对这些组

织的不信任情绪。黑哨行为本身及影响极其恶劣，由道德上

的邪恶性而表现的社会危害性，甚至比刑法已规定的某些犯

罪还要严重，国人对此的惊愕、怀疑、仇视等不能容忍社会

心理正说明了这一点。二、黑哨逃劫？？“法律漏洞”使其

成为漏网之肥鱼 为给黑哨定罪，任你翻烂刑法典也不能按黑

哨之“骥”索到法条之“图”，原因很简单：刑法原本未将

其明文规定为犯罪，即存在“法律漏洞”。我国刑法以自然

人为主体的受贿型犯罪有两种，即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

受贿罪。根据“明定此一事物意味着排除另一事物”这一法

律格言，黑哨一类人员均不在其中。其一，受贿罪的主体为

国家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只是国有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等人员，不包括非国有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

人员。中国足协为全国性体育社团法人，其聘用裁判员的职

责性质是调控足球游戏的私权，而非执行国家“公务”的公

权，无论少数学者如何牵强地争鸣，也难以从法律上将足协

界定为具有政治色彩的人民团体。其二，公司、企业人员受

贿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黑哨一类也不在此列

。刑法没有解决黑哨一类人员受贿问题，按照罪刑法定原则

，自然不能将其定罪了。 黑哨们“漏网”又属于“法外漏洞

”，即针对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立法者无权予以补充的法

律漏洞，它只能用立法方式加以解决，这与可以通过法律解

释方法予以填补的法内漏洞是不同的。法律解释只能按照立



法精神与立法旨意，对刑法现有规范作出合乎逻辑的、适当

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从而对刑事立法不够详尽、具体之处

的进行有效弥补。若脱离刑法规范立法旨意或超出规范内涵

的对黑哨等主体性质任意扩大解释，则是对法律解释权的滥

用，也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其法律代价将是沉重与极其昂

贵的。三、黑哨定罪？？增设新罪以求亡羊补牢为唯一途径 

“期待不处罚是实施犯罪的最大诱因”，这是古典刑法学家

的告诫。既然黑哨受贿远远超出民事违法范围，民事责任也

不足以显示法律制裁，以刑法方法给予严惩则是必要、合理

的，也符合刑法伸张正义和公平的目的。立法者应从补充法

律漏洞也发，尽早增设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员受贿罪，这

样毫无意义的“罪与非罪”之争，将被准确认定“此罪与彼

罪”所取代。目前该罪的立法条件已经成熟，特别是《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的出台，为非国

有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的界定提供了法律依据。非国有

事业单位，又称民办事业单位，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

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它广泛分布

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通、信息咨询、知识

产权、法律服务、社会福利及经济监督事业等众多领域。社

会团体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

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人民团

体和一般社会团体。前者指人民政协、工会、妇联、共青团

等占国家编制、财产和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社会团体；后

者指人民团体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在我国近2000个全国性



社会团体和20万个地方性社会团体中，社会团体已占有相当

大的比例。该罪初步设计为以下三款： “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

处没收财产。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

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

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句

古老的刑法格言值得深思：“法律有时入睡，但决不死亡”

，苛求刑法典没漏洞只是荒唐的幻想，唯及时在法网漏洞上

打结，才算是与时俱进的上策。焉捷 王跃东｜辽宁同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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