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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8D_E3_80_8A_E6_c122_484783.htm 本文试就违反《档

案法》而构成犯罪的情形作初浅探究，供立法和司法机关立

法和司法解释时参考。 我国档案法所称之档案，是指过去和

现在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

、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

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象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档案分类有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所有的档案，个人所有

的档案。档案又分为秘密档案和非秘密档案。档案列为国家

文物。档案是特定物，与公私财物有别。档案必须依法管理

。国有档案，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不得损毁；禁止擅自销

毁档案；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档案给外国人。禁止出

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档案复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按

照国家规定办理；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集体所有的和个人

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复

印件，禁止私自携运出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未经档案

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集体和个

人公布其所有的档案，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

家安全和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档案法》第24

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损毁、丢失或者擅自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私自将档案卖给外国人的； （

六）携运禁止出境的档案及其复制出境的； （七）档案工作

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上述行为，哪些行为属于构

成犯罪？《档案法》未作规定，1979年刑法也无违反档案管

理的行为构成何罪，应如何处罚的规定。1997年修订的《刑

法》在第六章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第329条第1款规定：

“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第2款规定：“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3款规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上述第1款的罪名为：“抢夺、窃

取国有档案罪”；第2款的罪名为：“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

案罪”。 从刑法规定看，仅视抢夺、窃取与出让以及《档案

法》第24条第1款第（四）项、第（五）项擅自“出卖”“倒

卖”国有档案的行为属于犯罪。违反《档案法》第24条第1款

的其他项是否犯罪，构成何罪，刑法并没有规定。而且刑法

第329条列在“妨害文物管理罪”之中，亦即视国有档案为文

物之一。那么，如何理解和适用《档案法》第24条关于“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是否仅指除犯刑法

第329条之行为外，均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些问题，有值得探

讨之必要。 笔者试就上述有关问题作初浅的探究，现陈述如

下： 《档案法》第24条没有将窃取、抢夺档案的行为，列为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却规定为犯罪。刑法第329条第1

款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刑法条文中没有规定抢劫毒品行为属犯罪。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作出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以毒品、假币、淫

秽物品等违禁品为对象实施抢劫的，以抢劫罪定罪。 档案是

特定物，档案中包含有国家机关，武装部队的公文，证件等

资料，其中有的资料属国家秘密。 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

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

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375条

亦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

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

法第282条第1款规定：“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

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款规定：“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

者其他物品，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第111条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

织、人员窃取、剌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113条规定，上述行

为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

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从上述诸法条看出，侵犯特定物

的行为手段不同，危害程度相同，治罪相同。如；伪造、变

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武装部队）的公

文、证件、印章的，均并列构成处罚相同的罪。然而，刑

法329条只将窃取、抢夺国家档案并列构成处罚相同的罪。没



有把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与窃取、抢夺国有档案并列构

成处罚相同的罪。也没有把伪造、变造、毁灭国有档案行为

与出卖国有档案行为，并列为处罚相同的犯罪。故应作必要

调整。 笔者之见： 一、对刑法第329条修改为：伪造、变造

、出卖、转让、擅自提供、公布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

所有的档案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罪

名为：伪造、变造、出卖、转让、提供、公布、盗窃、抢夺

、毁灭国有档案罪。本罪是指伪造、变造、出卖、转让、提

供、公布、盗窃、抢夺、毁灭国有档案的行为。本罪是选择

罪名，不并罚。 构成本罪的要件： （一）、犯罪客体，本罪

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档案的管理制度和秩序。侵犯的对象是

国家所有的档案。归集体、个有所有的档案，不是本罪侵犯

的对象。 （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变造、出

卖、转让、擅自提供、公布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有档案

的行为。伪造档案，是指非法制造虚假的国家档案的行为；

变造档案，是指用涂改、抹擦、拼接、填充内容等方法，对

原来有效的国有档案加工改制，形成与原档案内容不一致的

虚假内容的行为；出卖档案，是指非法将国有档案出卖的行

为；转让档案，是指将国有档案非法出让的行为，不论是有

偿转让抑或无偿转让，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提供档案，是

指未经有关机关允许，擅自将国有档案提供给他人的行为；

公布档案，是指未经有权对外公布档案的机关批准，自私将

国有档案向外公开的行为。抢夺档案，是指乘人不备，非法

夺取国有档案的行为。毁灭档案，是指以撕毁、烧毁、弃入

水中等方法毁坏、灭失国有档案的行为。 （三）、犯罪主观



方面，只能出于故意。 （四）、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年

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

体资格。法人实施上述非法侵犯国有档案行为的，追究主管

者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构成本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是指伪造、变造、出卖

、转让、提供、公布、盗窃、抢夺、毁灭国家领导机关、军

警、司法机关档案的；多次或者伪造、变造、出卖、转让、

提供、公布、盗窃、抢夺、毁灭其他国有档案的；严重损害

国家机关、单位、团体名誉或者造成巨大损失的。刑法将抢

劫军警枪支、抢劫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多次抢劫公私财物行

为，列为加重处罚情节，故亦应将多次盗窃、抢夺国有档案

以及以伪造等方法侵犯国有档案造成巨大损失的列为“情节

严重”。 二、增设携运或复制档案出境罪 应规定：携运禁止

出境的档案或者将复制的档案携带出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构成本罪要件与前述

伪造国家档案罪等罪的区别： 1、侵犯的对象，包括国有档

案与集体、个人所有的涉及国家利益的档案。 2、客观方面

的表现，是指非法携运档案出境或者将复制的档案携带出境

的行为。 考虑到国有档案和涉及国家利益的集体的和个人所

有的档案，一旦被非法携运出境，会被利用于危害国家的利

益，故对本罪的处罚，宜参照走私文物罪，分为两个量刑幅

度，即构成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是指携运未公开的秘级以上国有



档案出境者，多次携运档案出境的等等。 三、增设过失毁灭

、丢失国有档案罪 应规定：过失丢失或毁灭国有档案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本罪属过

失犯罪。其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有经管国有档案职责包括

借阅国有档案的人员，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资格。 客观方面

表现为，因过失行为致使国有档案丢失、损毁、灭失而无法

挽回的即视为造成严重后果。 构成本罪，参照刑法第324条的

量刑幅度，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四、增设

抢劫档案罪 目前，许多刑法专著，把抢劫档案行为列入抢夺

档案行为。究其原因，可能是刑法没有“抢劫档案”之规定

。但抢劫与抢夺的严格区别本是常识。抢劫行为侵犯双重客

体，既侵犯物权，又侵犯人身健康、生命安全权，而抢夺行

为侵犯单一客体??物权。故此，抢劫与抢夺的概念不能混同

。 是否是法条未规定有“抢劫档案”就不能以抢劫档案治罪

？不是的。如前所述，刑法虽没有规定有抢劫毒品罪，但最

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文规定，抢劫毒品的，以抢劫罪处

罚。那么，抢劫档案的，亦应以抢劫治罪，不应以抢夺治罪

。 罪名应定为抢劫档案罪，理由很简单，因抢夺国有档案的

，罪名为抢夺国有档案罪，并未定抢夺罪。抢夺罪，是指抢

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抢劫罪，是抢劫公私财物的行

为。档案是特定物。与公私财物有区别。故抢夺国有档案，

定抢夺国有档案罪，抢劫档案的，应定抢劫档案罪。 抢劫档

案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抢劫档案的行为。档案包括国有、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档

案。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即侵犯国家对档案的管

理制度秩序和公民的人身健康、生命安全权。侵犯的对象是



档案，不是公私财物。其他的要件与抢劫罪的其他要件相同

。 构成本罪的处罚，应规定：抢劫档案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抢劫国有档案的或者具刑法263条

（一）至（八）项相关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五、增设非法

持有国有档案罪 《档案法》第11条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

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

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

”但对于“据为己有”的行为，应如何处置，未作规定。笔

者认为，这属于立法上的疏漏。国家规定应立卷归档集中管

理的材料中，有涉及国家利益的秘密级材料而据为己有的，

不仅违反档案法，也违反保密法，刑法第282条第2款规定“

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

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故应相应规定：“非法持有国有机密、绝密级档案资

料，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 行为人违反档案法构成上述犯罪的同时，又触犯

其他刑法条款的，按择一重罪处罚或者数罪并罚予以处罚。

1、许多国有档案都涉及国家秘密。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为境

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目

的，而实施了盗窃、抢夺、抢劫、收买、提供涉及国家秘密

的国有档案者，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则分别构成了刑法第111条

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和盗窃、抢

夺、抢劫、非法提供国有档案罪。由于前罪和后罪之间的目

的、手段关系，构成了牵连犯，应当选择其中的一个重罪处

罚。前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罪行重于后罪，处罚重于后罪，



应按前罪定罪处罚。 根据刑法第111条和113条规定，犯为境

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的处罚，

分为四个档次，即四个幅度。 一是情节较轻的，判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二是对于一般

犯罪的，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是情节特别严

重的，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四是对国家和

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处

没收财产。 根据200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

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为境外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即为“情节较轻”。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情节特别严重”：一是为境外窃

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绝密级国家秘密的；二是为境外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三项机密级国家秘密的；三是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对国

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的。 为境外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秘密级国家秘密或情报应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的是指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是为境外窃取、刺

探、收买、非法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的；二是为境外窃取、

刺探、收买、非法提供三项以上秘密级国家秘密的；三是为

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对国

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其他损害的。 2、行为人实施了窃取、抢

夺档案等行为之后，又以档案为工具进行其他危害社会的犯

罪行为的，则先后发生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分别构成两个

独立的罪名，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1)行为人窃取国有档案后

，又故意或者过失泄露了档案中的国家秘密的，即分别构成



盗窃国有档案罪和泄露国家秘密罪，应当并罚。 (2)行为人伪

造、变造国有档案或窃取、抢夺档案后，又持档案或者档案

中的公文、证件诈骗他人财物、敲诈他人财物或者诬告陷害

他人的，也分别侵犯两个不同客体，既构成伪造、变造、盗

窃、抢夺档案罪和诈骗或敲诈勒索、诬告陷害罪，亦应数罪

并罚。 （作者：吴汉君，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原副院长；杨鹏

五，广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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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