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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贪污贿赂犯罪是当前困扰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日益猖獗的贪污贿赂犯罪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削弱
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公信力，直接危及政权的根基。
对此，党和国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诸多方面采取措施来惩治和防范贪污贿赂犯罪，并收到了一定
的成效。
同时，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也积极从各个方面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问题进行了比
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对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毋庸讳言，惩治和防范贪污贿赂犯罪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而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
的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及时研究解决，因此，贪贿贿赂犯罪的
惩治与防范仍是刑事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应持续关注并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作为我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
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自2005年8月创立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和研究法治现实问题，并重视加强与各级
司法机关的业务交流与合作。
为此，北师大刑科院以签订学术协议的方式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央政法机关的研究
机构和业务部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等地方政法机关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并与各级司法
机关开展了诸多学术交流合作活动。
2008年8月23日至24日在福建省石狮市举办的“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贪污贿赂犯罪专题研讨会”即是北
师大刑科院与司法机关开展的一项重要学术交流合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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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贪污贿赂犯罪惩治与防范的专题论文集，收录相关论文50余篇，反映了该专题研究现
状及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共分“贪污贿赂犯罪法律的适用”、“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与
控制”、“律师法修改与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能力建设”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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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应当如何认识和界定退赃交赃前的收受他人财物行为的性质？
对此，很多学者以行为人有无受贿故意来分析收受他人财物之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有论者认为，行为人在接受他人财物时有受贿故意的，即成立受贿罪，此后的退赃交赃情节不影响犯
罪成立；①有论者虽然也持该观点，但又指出，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管行为人在收受财物时是否
具有受贿故意，只要及时退还或者交出的，都不构成受贿罪；②还有论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并无区别
，行为人事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赃款赃物，就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或者犯意不确
定，本身就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③在我们看来，退赃交赃情节是在行为人收受财物之后出现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本身往往
并不能直接说明行为人在接受财物当时的心理态度，而主要是在整体上表明行为人接受财物的特定行
为有无刑法上的可罚性。
行为人事后积极退赃交赃的情节本身与接受财物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行为人接受财物的行为是否成立受贿罪，取决于该受财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条件
。
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在退赃交赃前的接受财物行为已经符合受贿罪的构成条件。
其次，应当如何认识退赃交赃情节与收受财物行为之间的关系？
退赃交赃情节反映出了行为人在接受他人财物后对财物处理的态度。
这种态度产生于行为人具有接受他人财物的心理态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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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与防范》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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