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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罗马法时代，就有了自然犯与法定犯相对应的观念。
二者的区别后来被认为与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区别如出一辙。
但对行政犯的研究到20世纪才充分展开。
因为行政犯与行政刑法密切相关，而行政刑法是以近代的行政法为其产生背景的。
行政法为实现其行政目的，其命令与禁止规范的执行，常借助刑罚制裁这一手段。
对于这种列入行政法罚则内的行政犯与普通刑事犯如何区分，由于关系到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问题，
而引起了激烈争议，有关行政犯的概念、性质迄今尚无定论。
本书共分四部分，从考察行政犯的立法变迁与时代背景着手，评析各国立法实例，阐明行政犯在刑法
体系中的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再就学说上对行政犯性质问题所持见解，加以分析比较，从而展开
对行政犯基本理论的比较研究。
    行政犯的性质问题与行政犯的立法是紧密相连的。
本书第一章首先介绍了行政犯产生的时代背景。
行政刑法的产生历史总是与行政法的存在范围有关。
行政法的内容往往又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当政府职能从局限于消极的秩序维持扩张到在法律范围内主动采取措施，以追求行政上的合目的
性，实现社会福祉时，行政法规范的范围日趋庞大，行政犯也随之俱增。
论文从实证的立场对一些国家的立法例及行政犯的处罚原则作了论述。
具体而言，英美对处罚所谓福利犯之类的犯罪在其构成上不强调以犯罪故意为要件，并肯定法人责任
的转嫁理论。
德国立法及判例曾对行政犯及刑事犯采取实质的违法性质区别理论，但由于中间类型的出现，遂改为
以行为的危险程度作为该行为可罚性的判断标准，将行政犯根据情节的不同严重程度，区别为秩序违
反行为或者犯罪行为而分别科以罚锾或者刑罚，对行政犯普遍实行两罚规定及推定责任。
日本关于行政刑法的立法，范围极为广泛，对行政违法行为大都科以罚金或自由刑，处罚也尤为严格
。
其早期处罚适用原则，颇与英美法近似，事业主体由于转嫁而负绝对责任，其后趋向于两罚规定，并
肯定经营事业的法人可为受罚主体，但有的设有推定责任规定，须由事业主体举出反证，而与绝对责
任实际并无不同。
另外，日本还存在由两罚规定演进为三罚规定的立法，但其中关于法人的处罚，仍未能彻底摒弃绝对
责任的观念。
我国有关行政犯的立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并在处罚上别具一格，一般
无直接的刑事处罚措施，处罚对象既可以为自然人，也可以为法人，对单位行政犯的两罚规定还包括
处罚直接主管人员。
论文还阐述了行政法律规范的有关问题。
我国行政犯的法律渊源主要有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普通刑法典中关于行政犯的规定以及单行
刑法中关于行政犯的规定三类。
论文认为只要没有特别规定，刑法总则当然适用于行政犯法律规范；而空白行政刑法规范，如委任命
令、地方自治法规，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
论文在界定限时法概念与判断标准后，认为对限时行政刑法发生法律变更后，应肯定委任行政法规的
效力，如果只是空白行政刑法的补充规范发生变更，仍应适用行为时的补充规范。
    第二章探讨了行政犯的概念与分类问题。
由于行政犯是外来词，因此在为其下定义时，既不能完全摒弃国外可资借鉴的理论，也不能全然不考
虑我国的立法实际与理论现实，故论文首先对德国、日本以及我国有关行政犯概念的学说进行了评析
。
德国学者一般将行政犯限定为仅具有行政不法本质而只能科处秩序罚的秩序违反行为，即采取狭义的
行政犯概念；而日本的行政法学者着眼于广义的行政罚(包含秩序罚与行政刑法)，将广义的行政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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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相对立；刑法学者则着眼于狭义的行政罚(仅含行政刑法)，将狭义的行政犯与刑事犯对立；我
国台湾学者对行政犯涵义的理解则存在广狭两义说、广义说与狭义说的对立；至于我国大陆学者，大
多采科刑之狭义行政犯概念说并根据我国犯罪的一般定义而定义行政犯。
在此基础上，主张兼采德、日两国学说，并采科刑之狭义行政犯的立场界定行政犯概念。
在立法论上讨论行政犯与一般行政秩序违反行为的区别；而在解释论上讨论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区别。
行政犯的立法类型主要有警察犯、财税犯、经济犯、环境犯、道路交通犯及其他行政犯等。
其学理类型采用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如根据行政犯侵犯的法益，可将其分为经济犯、财税犯、
环境犯、卫生犯、劳动犯、交通犯、公共秩序犯及其他行政犯几类；根据犯罪主体不同，可分为自然
人行政犯与单位行政犯、一般主体行政犯与特殊主体行政犯；根据行政犯刑法规范是否需要委任行政
规范补充，将行政犯分为空白规范行政犯与完全规范行政犯等等。
        第三章研究了行政犯的性质。
德日对此问题研究较为深入。
在德国，存在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质与量的区别说的对立，其中各说又因着眼点的不同，形成
各种立论，如在质的区别说之下，又存在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被害对象性质区别说、法益区别
说、构成要件区别说、文化规范说、社会伦理说；在量的区别说下，存在严重事犯与轻微事犯差别说
、违法性本质逐渐减弱说、危险性与非难性程度差异说。
质与量的区别说是量的差异理论与质的差异理论的综合说。
在对上述各说进行评析的基础上，论文认为在核心领域，刑事犯与行政犯有质的不同，外围领域仅有
量的不同，这在方法论上也较为妥善。
日本有关行政犯性质的理论是从德国相关学说承继发展而来，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区别肯定说，二
为区别否定说，三为区别无意义说。
因着眼点不同，其下也有一些不同的主张。
但重点在于探求二者的本质差异，以作为行政犯在解释上可以排除普通刑法总则适用的理论依据。
我国也有倾向于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质量差异说及双重性质说四种代表性学说，但各有其偏，
进而主张行政犯性质的界定，在立法论上，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区分不能单从法律后果着手；在解释论
上，二者的区别意义体现在不法行为的实质内容上，违反以基本生活秩序的保持作为目的制定的法规
的行为就是刑事犯，违反以达到特定的行政目的而制定的法规的行为就是行政犯。
行政犯的性质影响到行政刑法的体系性地位，因为在行政刑法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对行政犯所科处的刑
罚处罚措施，所以将其视为刑法的一部分似乎较为妥当。
对行政犯立法所采取的立场，则应是在制定一般行政犯的通则之后，还应设定针对各自特殊性的例外
规定。
    研究行政犯最终目的就在于从理论上对行政犯的立法提出完善建言。
第四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首先对各国法制中现行的三种立法模式进行了反思，并考察了由行政犯性质所决定的立法理论基础，
认为我国应对行政犯制定出与其特殊性相适应的通用性原则规定，至于行政犯的具体罪刑设置，则应
采取分散式立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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