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考刑法重点法条解读（43）分则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1096.htm 【重点法条】 第二百七

十条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

退还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

，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条罪，告诉的才处

理。 【相关法条】 《刑法》第98、271条。 【意思分解】 1本

条规定的是侵占罪，犯罪对象只限于三种财物：一是代为保

管的他人财物；二是他人的遗忘物；三是他人的埋藏物。 2

侵占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侵占包括二

个密不可分的行为特点，即 合法持有 非法侵吞，行为人将自

己业已合法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转归为己有，并且拒不交出

、拒不交还。所以，侵占罪的既遂一般以拒不交出或拒不交

还为标准。 3侵占罪是典型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本条

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五种“告诉才处理” 的犯罪中惟一没有

例外的犯罪。当然，这里仍然要受刑法总则第98条的制约，

即当被害人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时，人民检察院或被害

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4注意本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界限，

关键在于行为主体是否为特殊主体以及行为人是否是利用了

自己的职务便利实施的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同时，侵占行为

的对象范围也有所不同。 【重点法条】 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

财物非法 占为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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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

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

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法条

】 《刑法》第183、382条；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27日《关

于 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

释》；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 日《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

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最

高人 民法院2001年5月22日《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

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

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

的是职务侵占罪，即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

为。这里所言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原则上应为非

国有性质的单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职务侵占罪

的必要条件，是与侵占罪、盗窃罪区别的关键所在。 2根据

《刑法》第183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具有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者)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

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应定

职务侵占罪。 3根据《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

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行为人与公 司、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

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

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

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



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

罪性质定罪。 4根据《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

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对于农村村民小

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

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5本罪与

贪污罪的关键区别在于犯罪主体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

于当前社会普遍存在 的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吞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如何

处理，上述《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

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

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

的，应以本条的规定即职务侵占罪论处。 【不要混淆】 认定

职务侵占罪关键有两点：一是特殊范围内的人员(主体)；一

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罪 与贪污罪的区别关键在于前者。

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本公司、本企业或本单位内担任一

定的职务或因工作需要而主管、经手财物的不具有国家工作

人员身份的人员。认定主体性质应依据《刑法》第93条、

第382条第2款等有关规定。但应注意，并不能仅以是否具有

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标准区别二者，因为某些不具有国家

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也可能成为贪污罪主体(如第382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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