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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业贿赂的治理是当前我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一个热点话题和难题，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惩治则是
商业贿赂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部门对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从治理商业
贿赂实践需要看，目前理论研究大都停留于现象和技术性分析，缺乏广度和深度，整体上只能说处于
起步阶段。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结合我国本土的国情，研究我国反商
业贿赂犯罪基本理论，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理论体系，为相关立法完善提供理论
支撑，成为当前刑法理论界应担当的重要课题。
因此，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汪维才博士所著《商业贿赂犯罪研究》一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围绕商业贿赂犯罪立论，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据此确定商业贿赂犯罪范围的基础
上，从实然出发，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现行立法进行观察和解构，就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中的若干有
争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与此同时，从应然人手，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现行立法进行反思。
在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与境外和国际立法作全方位、多视角比较的基础上，遵循刑事一体化的理
念和方法，就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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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业贿赂犯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最受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研究商业贿赂犯罪不仅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刑法理论本身完善的需要，更是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发
展的需要。
    商业贿赂犯罪，简言之，就是商业领域中发生的贿赂犯罪。
作为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其范围应当对应于刑法中的全部贿赂犯罪。
    从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看，它既包括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包括有关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廉
洁性。
其中，发生在经营者之间的商业贿赂犯罪，其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次要客体为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或业务行的廉洁性。
而发生在经营者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商业贿赂犯罪，其侵犯的客体则与之相反。
把握这一点，对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和立法完善都是有益的。
    从商业贿赂犯罪的职务要件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具有直接职务制约性的特征；而“利
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所利用的一种既是基于本人职务身份而形成，同
时又未达到直接制约程度的便利条件，具有间接职务制约性的特征。
    从商业贿赂犯罪的利益要件看，无论是索贿还是受贿，在现行刑法的框架内都要求以“为他人谋取
利益”为条件。
从利益的实现方面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正在实施但尚未为他人谋取
到利益，以及已经为他人谋取到利益等不同阶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商业贿赂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境外与国际社会反商业贿赂犯罪立法日益呈现出严密刑事法网、加大法律责任、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法律要求、强化资产追回程序合作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而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与境外及国际立法虽有对应契合之处，但总体而言“形似神离”。
为此，应参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思路、借鉴境外与国际社会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成功经验，对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予以完善。
    就商业贿赂犯罪刑事实体法的完善而言，应以“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为导向，注重如下几点：（1
）调整和充实罪名体系。
取消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将其分别与受贿罪和行贿罪相整合；增设对外国公职
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有影响力人员受贿罪；同时将商业贿赂犯罪的先行行为和后续行为犯罪化。
（2）改革和完善主体要件。
将《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予以纯化，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相应拓展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的主体和介绍贿赂罪的主体与行为对象。
（3）扩大贿赂范围，将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张到一切“不正当好处”。
（4）补充行为方式，将许诺给予、提议给予和实际给予行为一并规定为行贿犯罪的行为方式，将收
受、约定收受和索取行为一并规定为受贿犯罪的行为方式。
（5）取消利益要件，包括取消受贿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犯罪中的“为谋取不正
当利益”要件。
（6）取消贿赂犯罪定罪数额标准，对商业贿赂行为“零容忍”?（7）优化刑罚资源配置，逐步实现死
刑设置现代化、刑罚方法多样化、刑罚配置均衡化以及非刑罚方法之强化。
    就商业贿赂犯罪刑事程序法的完善而言，应以“强化惩治犯罪力度，保障正当程序底线”为价值取
向，侧重于以下方面：（1）充分保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举报人，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或者恐
吓。
（2）建立污点证人制度，根据污点证人对商业贿赂案件提供的“实质性配合”的程度以及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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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对侦破商业贿赂案件作用的大小，规定不同的免责方式。
（3）确立特殊侦查措施，明确赋予侦查机关以特殊侦查权，同时允许法庭采信这些通过特殊侦查手
段所取得的证据。
（4）建立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以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加速司法进程，实现司法经济。
同时确立“惯例”证据排除规则，破除商业领域中形形色色的“潜规则”。
（5）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资产追回诉讼机制，以应对商业贿赂犯罪资
产追回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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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立足现买，大胆创新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
幻想。
相反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
法律应当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
行。
”这启示我们，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应立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根基，着眼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
现实需要，毕竟社会实践才是决定理论走向的最终力量。
事实上，有些时候，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犯罪的要求会与我们既有的观念、现存的制度乃至一贯坚持的
原则产生碰撞和冲突。
为了有效遏制和防范商业贿赂犯罪，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制度设计上勇于创新。
例如，对贿赂范围之确定，就不能固守传统“计赃论罪”的巢臼，而对新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
再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强化证据的收集措施，在程序上确立了“污点证人”制度，事实证明
这种制度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
既然如此，我国就应当从《公约》的规定出发，大胆引进这些制度。
　　（二）接轨国际，促进合作　　商业贿赂犯罪问题是世界各国都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在经济全球
化的背景下，我国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也必须置身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
否则，一味囿于所谓的“国情”，在要不要借鉴、如何借鉴、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立法例
等问题上踌躇不前，必将影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国际化的进程，影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改
革。
因此，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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