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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正文分为三篇。
在第一篇引论中，我们着重阐释和分析了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特征以及其类型、演变趋势，从整体
上把握我国职务犯罪的状况，从而为我国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的建构提供现实的支撑；在第二篇概论中
，我们则整体性、一般性地全面展开对我国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的研究；为了使得这项研究更为深入、
更为坚实，在“概论”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涉黑、涉外、涉危三类当前较为突出的新型职务犯罪，
且逐一、具体地探讨了其预防策略问题，是为析论篇。
    本书系2003年度教育部博士点研究基金项目“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着重阐述和分析了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特征以及其类型、演变趋势，从整体上把握我国职
务犯罪的状况，从而为我国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的建构提供现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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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洪宪，女，1954年9月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刑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
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董必武法学思想研
究会常务理事、武汉市法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4年10月至1986年10月，留学于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并获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
于武汉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10月至1997年10月。
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犯罪
学、刑法学。
    
    研究成果：独著《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主编《加入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犯罪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003年版）、《证
券犯罪理论与侦查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未成年人权益救济理论与实务》（武
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刑事被害人权益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
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合著《重大刑事案件趋升的原因及
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刑罚通论》、《刑法学》等十余部著作。
在我国《国外社会科学》、《刑法论丛》及日本《比较法制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八十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和司法部、湖北省科研项目以及欧盟小项目
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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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篇　引论：职务犯罪预防战略制定的基石　第一章　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现状及特征　　第
一节　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现状    　一、法院有关职务犯罪的统计情况    　二、检察院有关职务犯罪
的统计情况　　第二节　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犯罪总数大，增长快    　二、犯罪比重基
本呈负增长    　三、人犯率、发案率不高，发案率不断增长    　四、犯罪黑数大    　五、要案增多，
高级官员职务犯罪的比重稳定增长    　六、重刑不能遏制职务犯罪的上升趋势    　七、窝案、串案不
断增多，职务犯罪呈群发性    　八、贪污贿赂案件仍一枝独大，但比重开始下降    　九、贪污贿赂罪
中官商结合，组成政经腐败联盟    　十、重大事故背后往往挖出渎职案件    　十一、腐败意识开始泛
化，以致职务犯罪的主体层次和发案领域不断扩散蔓延　　  十二、职务犯罪重灾区明显    　十三、职
务犯罪大案多，危害后果日益严重    　十四、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资金外流严重    　十五、犯罪具
有隐蔽性    　十六、与家属共同犯罪的多　第二章　我国职务犯罪的类型及演变趋势　　第一节　职
务犯罪的类型    　一、基于客体特征的职务犯罪类型    　二、基于客观方面特征的职务犯罪类型    　
三、基于主体特征的职务犯罪类型    　四、基于主观方面特征的职务犯罪类型　　第二节　职务犯罪
的演变趋势    　一、一段时期内，职务犯罪将呈波浪式上升趋势    　二、随着公共权力的限制和转移
，职务犯罪的上升势头将会逐渐得到遏制　    三、职务犯罪涉案领域将继续扩大，涉案金额将不断增
大　    四、跨国（境)职务犯罪以及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携款外逃的现象将会继续增多　    五、职务犯
罪的方式更加复杂多样化，手段将更加隐蔽化　    六、单位犯罪将增多  　  七、群体性职务犯罪将继
续呈高发态势第二篇  概论：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的建构 　第一章  我国职务犯罪预防对策的现状及困境 
　第二章  建构我国职务犯罪预防战略的基本理念与价值目标 　第三章  我国职务犯罪预防战略建构的
主要内容 第三篇  析论：三种特殊的职务犯罪预防策略 　第一章  涉黑职务犯罪预防策略 　第二章  涉
外职务犯罪预防策略 　第三章  涉危（过失）职务犯罪的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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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引论：职务犯罪预防战略制定的基石：　　第一章 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现状及特征：　
　第一节 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现状：　　描述与阐释犯罪现状，我们往往不得不借助司法统计来进行
。
当然，我国目前的职务犯罪统计资料并不全面，但以此为基础进行整体性纵向和横向比较，仍然能够
大致反映其概貌。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已经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由于刑事法律依据
的变化，1997年以前与1998年以后的犯罪统计不具有可比性。
因此，笔者对职务犯罪现状的数据统计，是以1998年以后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展开的。
笔者所利用的主要是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资料来源为：中国法律年鉴社1999—2004年出版的《中国
法律年鉴》，1999——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1999一-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1999—2005年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安部发布的
《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情况通报》、《2003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犯罪
、民警伤亡和整肃警风警纪等情况通报》等。
　　笔者将所有的官方统计资料均编制成了表格。
为了保持官方统计资料的原貌，避免因过度加工性编排而有损统计资料的客观性。
笔者对表格的编制采取了以下原则：第一，官方统计资料表格中的数据全部取自资料原文，没有进行
诸如总和、增长率之类的进一步计算。
在采用表格对官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时，分析结果均制成了单独的表格。
第二，为了便于对照，表格的总体编制是尽量将不同年份的数据编制在同一表格中。
第三，为了更客观地保持数据的原貌并保持数据衡量标准的统一，同一个官方统计资料表格的数据来
源尽量采用同一种数据源，即使采用另外一种数据源，也只是补充一个年度的数据，在同一年度的数
据统计中未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混编。
因此，有个别项目的数据会在不同的表格中重复出现。
第四，《中国法律年鉴》和部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原本就是表格形式，笔
者只选取了与职务犯罪分析相关的统计资料编制成表格，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表格的标题行、数据排列
顺序、数据表现形式。
增加的标题栏主要有两类，一是“年度”，二是在删节了原表格的部分标题栏后为了避免误读表格而
必须增加的标题。
这类表格的标题为“⋯⋯统计表”。
第五，其他根据叙述性文本制成的表格，标题尽量采用报告原文的词语，这类表格的标题为“⋯⋯一
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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