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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明显的。行贿人为了取得非法优势，付出高额贿赂，将

成本转嫁至整个社会。受贿人为了取得非法利益，接受贿赂

，使正常的社会商务活动过程受到不正当的影响。它破坏了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必将影响到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为

遏制商业贿赂，人们可采取有多种措施。但是以刑法为手段

打击商业贿赂，我们还没有作好法律上的准备。以下对我国

现行法律中涉及刑事责任的部分内容予以摘录，以求能有所

说明。 在1993年9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明确予以禁

止。该法第８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

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

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

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在该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

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3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14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

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

，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5年2月28日通过的《关

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九条规定：“公司董事

、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

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997年刑法第163条

规定：“公司、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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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谋取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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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将违反此

法条的行为确定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163条

第二款又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

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第164条规定：“为谋取不正

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将违反此法条

的行为确定为“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这里应当注意

的是，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规定中没有类似刑法第163

条第二款的规定。 从上述有关禁止在商业活动中行贿受贿的

法律规定看，贿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贿赂包括行贿

与受贿两个方面，行贿罪与受贿罪可以统称为贿赂罪。我国

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体例，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

局的职责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点。狭义的贿赂则是一个动词，

仅指行贿行为。商业贿赂也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

业贿赂应当包括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进行贿赂或收受贿

赂的行为。狭义的商业贿赂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仅指

进行贿赂的行为，正是因为这样，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对商

业行贿作了刑事法律上的禁止性规定。从狭义的商业贿赂角

度看，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专门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直接规

定，公司法或刑法所作的禁止性规定并不仅限于商业贿赂。



在涉及商业贿赂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商业

贿赂与普通贿赂有着重要的区别。1、商业贿赂是一种特殊的

贿赂行为，它只在流通领域才存在。商业贿赂是为促成交易

而采取的行动，因此反商业贿赂就是为保护正当竞争而采取

的行动；2、从反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出发，商业贿赂犯罪中，

商业行贿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

贿赂是违法行为：“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

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

，以受贿论处。”反不正当竞争法又规定严重的商业贿赂行

为是犯罪行为：“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

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很

明显这是针对商业贿赂行为中的行贿的规定，说明商业贿赂

中行贿更具有不正当竞争的性质。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同时

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行贿和受贿两个方面作了规定，但是关于

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则是针对商业行贿的。 “经营者采用财

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强调了“进行贿赂”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行贿赂与收受贿赂的明显区别反

映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性质认定。 进行贿赂

的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有不同的危害：从反不正当竞争

的层面上讲，进行贿赂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一方面它

是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求的否定，另一方面它又严重败

坏了社会风气，从经济基础意义上市场经济到上层建筑意义

上的道德规范无一不由此受到严重破坏。从职务行为的廉洁

性层面来讲，一般认为收受贿赂甚至索取贿赂具有更大的危

害性，因此法律对公务活动中的受贿行为规定了更为严厉刑



罚，对行贿者的处罚相对的要轻一些。贿赂行为在这两种社

会关系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社会危害的反映也不尽相

同。在国家工作人员人员的职务犯罪中，由于职务行为性质

的存在，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制约与

被制约的关系，因此在行贿与受贿之间，受贿是打击的重点

，刑法也规定了受贿更为严厉的法定刑罚，在商业贿赂犯罪

中，没有特别的职务行为要求，一般情况下是行贿人行动在

先，是行贿人破坏了正当的市场竞争，所以进行贿赂则是打

击的重点。如果由受贿人主导行贿与受贿的活动，则是由受

贿人的职务上的优势造成，其性质在职务而不在商业活动。

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如果在反商业贿赂过程中套

用反职务犯罪的习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受贿方面，则有可

能影响反商业贿赂斗争的效果，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所能

起到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以刑事手段反商业贿赂，仅凭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是不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是刑法规

范，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必须和刑法的规定

相互配合才有意义。然而在反商业贿赂行动中，恰恰就是在

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和配合问题上出现了问题。 刑

法第163条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一款为“公司、企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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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谋取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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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款又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

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

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款可以

理解为对商业活动中受贿行为的处罚规定，至少其中包括了



反商业贿赂的刑法手段。 刑法第164条关于对公司、企业人员

受贿罪，第一款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

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却没有了类似的“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比照刑法第385条受贿罪和第389条行

贿罪规定的形式，更说明刑法在“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中没有规定给予公司、企业人员回扣、手续费行为的刑事

责任是有意而为之。刑法第385条在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

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

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同时刑法第389条在

第二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

作人员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

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 现在

的问题已经很明确了。贿赂的词义就是收买，作为动词只有

一个意思，这就是行贿。反不正当法要求对商业活动中构成

犯罪的进行贿赂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司法、刑法却对

这种进行贿赂的行为偏偏没有规定，这必将成为我们反商业

贿赂行为的一个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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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