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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是作者申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课题《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的最终研究成果。
《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着眼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坚持思辨和实证相结合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对有些渎职犯罪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如渎职罪主体的界定、渎职犯罪中“徇
私”的含义以及渎职罪的主观方面等，进行大胆的、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又对实践中
查处渎职犯罪案件的疑难点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
《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作者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赞许。
书中有些内容作为阶段性成果，已经在《人民检察》、《检察日报》、《宁波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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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兆松，男，1962年10月出生，汉族，浙江省金华市人。
1985年7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
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刑事检察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审查批
捕处处长、监所检察处处长。
2001年调入宁波大学法学院，从事刑事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诉讼法学会常务理事，硕士生导师
。
1997年被评为浙江省衢州市首届“十佳检察官”，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衢州市劳动模范，2001年12月
获“浙江杰出法学青年”称号。
曾在《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人民检察》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已出版专著四部，主持、参与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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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内容提要第一章　渎职罪犯罪主体研究第一节　渎职罪主体的法律特征一、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的
理论纷争二、渎职罪主体本质特征的理论纷争评析三、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界说第二节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范围的界定一、国家机关的概念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公务员
的关系第三节　“人民团体”在渎职罪中的法律地位一、“人民团体”的含义二、“人民团体”的法
律特征三、“人民团体”的范围四、“人民团体”与“社会团体”、“群众团体”的区别五、“人民
团体”的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主体六、“人民团体”刑法地位的立法完善第四节　“其他依照法
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法律地位一、“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法律特征二、“其他依照法
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与《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中所列
人员的关系第五节　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法律地位一、《刑法》修订之前，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
的法律地位二、《刑法》修订之后，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三、关于受托人员法律地位问题
的再认识第六节　渎职罪若干争议主体辨析一、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主体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主体三、实习
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主体第七节　“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之提倡一、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只能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从事国家管理活动的并非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三、
“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符合立法解释精神四、“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符合司法解释精神
第二章　渎职罪主观方面研究第一节　渎职罪的罪过形式一、“故意说”及其缺陷二、“过失说”及
其缺陷三、“复合罪过说”及其合理性第二节　渎职罪中的徇私问题一、徇私是否包括徇情二、“徇
私”的性质三、“徇私”的法律地位四、徇单位之私能否认定为“徇私”五、“徇私”的司法认定第
三章　渎职罪客观方面研究第一节　渎职罪的危害行为一、渎职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二、渎职危害行
为的主要类型第二节　渎职罪的危害结果一、渎职罪危害结果的特征二、渎职罪危害结果的种类第四
章　渎职罪犯罪形态研究第一节　渎职犯罪中的共犯问题一、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渎职犯罪
的定罪问题二、渎职罪与相关共犯的界限问题三、渎职罪中责任人员之间共犯的认定第二节　渎职罪
法条竞合的适用一、渎职罪中的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别二、如何认识渎职犯罪中的法条竞合现
象三、渎职犯罪中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第三节　渎职犯罪中的牵连犯的认定与处理一、《刑法》第399
条第4款之规定属于何种罪数形态二、收受贿赂后实施渎职犯罪行为的，该如何处罚三、《刑法》
第399条第4款之规定，是注意性规定还是特别规定第四节　渎职犯罪中的结果犯的认定一、关于渎职
罪中结果犯未遂的争论二、渎职罪中的结果犯不存在未遂第五章　渎职罪立案标准研究第一节　渎职
罪立案标准概述第二节　《立案标准》修改的主要内容一、根据刑法修正案和立法解释的有关规定，
对立案标准的有关内容增加了规定或者进行了相应修改二、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
定，对立案标准的有关内容增加了规定或者进行了相应修改三、立案标准细化，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四、吸收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废除或者修改了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规定第三节　《立案标准
》的重大进展一、进一步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渎职罪主体更加清楚二、对一般渎职罪与特
殊渎职罪的法律适用作了具体的规定三、从严规定了一些犯罪案件中应予立案情形的条件，有利于惩
治渎职犯罪四、进一步明确重大损失的标准及认定方法五、统一规定兜底条款，严密刑事法网第四节
　《立案标准》若干规定质疑一、关于公私财产损失区别对待的问题二、关于《立案标准》与审判解
释的冲突问题三、《立案标准》对非物质性损失缺乏明确的规定第五节　适用《立案标准》应注意的
几个问题一、关于《立案标准》的溯及力问题二、注意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的冲突第六章　渎职犯罪
的预防和控制对策研究第一节　当前渎职犯罪的特点、趋势一、当前渎职犯罪的特点二、渎职犯罪的
趋势第二节　渎职犯罪的产生原因一、渎职犯罪的政治原因二、渎职犯罪的经济原因三、渎职犯罪的
法文化原因四、公众思想认识的错位五、刑事惩治不力第三节　预防渎职犯罪的基本原则一、坚持党
的领导原则二、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原则三、坚持打防结合原则四、坚持服务大局原则第四节　渎职
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对策一、在思想上构建“不会渎职”的机制二、充分发挥刑事法律惩治渎职犯罪的
作用三、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五、构建社会化预防渎职犯罪格局附
录：渎职罪立法、司法解释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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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课题《渎职犯罪的主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工
、扩充而成的。
全书围绕渎职犯罪的犯罪构成、犯罪形态及预防对策，结合最新的司法解释，对理论和实践中关于渎
职犯罪的问题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富有借鉴价值的成果，对渎职犯罪的理论研究和
司法实践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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