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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汇集了大量的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围绕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经验和理
论成果，对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进行系统评价和实证分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促进刑事司法改革
提供理论参考。
　　《刑法罪名系列》丛书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丛书将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指南
”、“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1.概念与罪名渊源　　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3个单行刑法、7个
刑法修正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一系列规定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罪名体系。
截至本丛书出版，刑法已规定了444个罪名，其中涉及修改罪名40余个，新增罪名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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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罪名系列》丛书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丛书将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指南
”、“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渎职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认定实务》分册，书中介绍了：失职致使在押人员
脱逃罪、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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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渎职罪概述第二章  滥用职权罪第三章  玩忽职守罪第四章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第五章  过失泄
露国家秘密罪第六章  徇私枉法罪第七章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第八章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第九章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第十章  枉法仲裁罪第十一章  私放在押人员罪第十二章  失职致使在押人
员脱逃罪第十三章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第十四章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十
五章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第十六章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十七章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
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第十八章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第十九章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
同失职被骗罪第二十章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第二十一章  环境监管失职罪第二十二章  传染病防
治失职罪第二十三章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第二十四章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第二十六章  商检徇私舞弊罪第二十七章  商检失职罪第二十八章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第二十九章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三十章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第三十一章  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
证件罪第三十二章  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第三十三章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第三十四
章  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第三十五章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第三十六章  招收公务员
、学生徇私舞弊罪第三十七章  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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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的观点，其主要理由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尽管从滥用职权罪的
概念看，其含有故意成分，但这种故意仅是行为人对行为本身的故意，而不是对行为结果的认识与意
志。
刑法确定罪过形式的依据是行为人对结果的认识与意志，因此，应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
其次，滥用职权罪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要件，属于结果犯，对于结
果犯应以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心态作为确定罪过形式的根据，不能以行为人对行为本身的心态作为确定
罪过形式的根据。
最后，由该罪法定刑分析，其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
若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滥用职权行为会造成“重大损失”，且希望或放任“重大损失”发生，法律只规
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及法理。
①持上述主张的学者肯定了行为人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故意性，但否定了行为人对结果的故意性。
至于为什么行为人对结果是过失而不可能为故意，第一个理由没有作出回答。
第二个理由则认为滥用职权罪为“结果犯”，对结果犯“应以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心态作为确定罪过形
式的根据”②。
显然论者在论述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理由时已在此之前确定了一个前提，即滥用职权的主体对“致
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是过失的。
然而这一前提在逻辑上为判断不真实，没反映出滥用职权罪在主观方面的真实特征。
　　众所周知，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中，漠河县公安局消防科副科长秦某在大火猛烈燃烧且迅速
蔓延的万分紧急时刻，本来奉命带领全县消防队员及五台消防车保护贮木场、物资库、粮库等重要单
位，但秦某却利用职权动用消防力量去保护、抢救自己家的财产，致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
在此案中，秦某不但对他滥用职权动用消防力量抢救自己家财产而放弃对国家财产保护的行为是明知
的，而且对这种行为的后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应该说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是明知的，但是他却置
此于不顾，即使说他不是希望发生，但至少是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不可能是过失。
虽然本案在《刑法》修订前是以玩忽职守罪判决的，’实际上按1997年《刑法》规定看，实属滥用职
权行为。
以《刑法》第397条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规定为“结果犯”，即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要件，来证明以上两罪都是过失犯罪，实乃认识上存在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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