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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97_E8_B4_BF_E7_c122_483809.htm 犯罪客体在刑法理

论中，一般是指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

系。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首先就要确定该行为是否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如果某一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哪么，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犯罪客体还是区分此罪与彼

罪的重要标志之一。研究受贿罪的犯罪客体，是为了确定受

贿行为的处罚范围。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都是以受贿

罪犯罪客体为核心而确定的。 对于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学界

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侵犯国家正常管

理活动说；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与公私财产所有权

说；复杂客体说；选择性客体说等等。80年代中期，有人提

出受贿罪的犯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说。①目前，学界

普遍接受该学说。受贿罪犯罪客体观念的转换反映了对国家

工作人员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的要求，顺应了必须加强廉政

建设的基本国情，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职务行为廉

洁性说仅在一定层次上反映了受贿罪的某些本质，未能全面

揭示受贿罪的最终本质。从受贿罪的本质来看，受贿罪的客

体（直接）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考

察廉洁本义，指清廉、清白，与贪污相对。如《汉书贡禹传

》：禹又言孝文皇帝时贵清廉，贱贪污。②在《辞源》中，

廉洁指公正、不贪污。②可见，廉洁是相对贪污而言的，而

不是直接针对受贿而言。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贪污罪的



直接客体是比较妥贴的。而之所以规定受贿罪，首先是为了

保护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其次才是保护国家工作人员职

务的纯洁性。④由此看来，职务行为廉洁性说仅在一定层次

上反映了受贿罪的某些本质，未能全面揭示受贿罪的最终本

质。受贿罪的客体与受贿罪本质密切相关，前者受后者制约

。关于受贿罪的本质，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侵犯

的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起源于日耳曼法的立场是，受

贿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不可侵犯性。根据前一立

场，只要公务人员收受、索取与职务有关的不正当报酬，就

构成受贿罪；根据后一立场，只有当公务员人员实施违法或

不正当的职务行为，进而因此收受、索取贿赂时，才构成犯

罪。现代各国都采取第一种立场。⑤从公认的受贿罪本质出

发，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应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

买性。 所谓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是指职务行为不能像商

品那样进行出卖或者交换，职务行为在本质上是无法外报酬

的。国家是拟制的法律人格者，国家的意志必须通过国家工

作人员的具体职务行为才能得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国

家工作人员是国家的代理人。代理人负有忠实义务（具体表

现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是绝对的。既然国家工作人员

已经从国家那儿领取了报酬（表现为工资、奖金等），他实

施职务行为时就不得再收取任何法外利益。职务行为若是被

他人收买，必就侵犯了被代理人（国家）的利益。因为职务

行为被他人收买，即使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实施不法行为，也

有损国家、政府、执政党的声誉。此为对受贿行为处以刑罚

的根据。 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从事职务

行为时，不得出卖职务行为搞权钱交易谋取法外利益。而受



贿的核心就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职务行为作为图谋不

法利益的工具，而与相对人（行贿一方，但不一定构成行贿

罪）之间签订不法协议来许诺实施特定的职务行为或者不实

施特定的职务行为，相对人以交付或者许诺交付某种利益作

为相对代价。这样，就形成不法约定。⑥无论是索取还是收

受贿赂，本质上都是行为人把职务行为当作商品予以出卖，

无一不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总之，受贿罪的直接

客体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职务行为

的不可收买性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包含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公正性与社会大众对公职人员的信赖。以职务行为的不可

收买性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这不仅同样反映了必须加强

廉政建设的基本国情，而且在比职务行为廉洁性说更能全面

揭示出受贿罪的本质特征。①参见郝力挥、刘杰：《对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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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中国检察出版

社1995年版，、195、116页。⑤参见｛日｝大冢仁：《刑法概

说（各论）》，有斐阁1992年改订增补版，第607页。⑥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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