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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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不真正不作为犯在我国的适用虽有不当，但不宜被整体评价为 “滥

用”。要划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边界，应合理分析其适用的发展方向，从罪名和保

证人地位两个维度来探究具体标准。德日两国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规模迥异，其

原因是两国的立法导向和实践倾向不同。以此对比考察我国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

用，在罪名上应有所限制，在保证人地位的认定上则应持相对宽松的态度。基于不

真正不作为犯与真正不作为犯在适用领域上的 “互补”，应将其限制在真正不作为

犯所适用罪名的反面，即与个人法益相关的犯罪上。在保证人理论的选择上，结果

原因支配说更为合理。先行行为与其他作为义务类型不同，应以刑事政策作为其理

论根据，将先行行为排在作为义务体系的最末端，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做区别对待。

关键词：不真正不作为犯　保证人　真正不作为犯　结果原因支配说

一、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的问题

　　 （一）不真正不作为犯在我国并未被滥用

　　我国关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理论纵深性始终不足，对司法实践难以形成应有关
照，具体个案的处理也是争议不断。例如，在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上，司法人员对成

立条件的把握过于宽泛，〔１〕以至于小偷被追跳河失主不救的，肇事者将伤者扔在医院急救

大厅后逃跑而医生不救助伤者的，失主、医生都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２０１５年的
快播案，更是将不真正不作为犯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学者抨击上述 “滥用”现象，主张

大力限缩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范围。〔２〕但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真的被滥用了吗？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 “不作为”为检索词，检索范围为全文，检索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５
年的判决，得到１２７９个结果；经过筛查，与不作为犯罪相关的有 １２５个判决，其中以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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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荣功：《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造与等价值的判断》，《法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６页。
参见高艳东：《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中国命运：从快播案说起》，《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６９页。



正不作为犯认定的有３３个判决；同时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以 “不作为”或 “义务”为核心术

语进行检索，另得到１０个以不真正不作为犯认定的判决。综合两份数据，共得 ４３个判决。
通过对这４３个判决进行分析，我国司法实践适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貌如下：〔３〕

　　１．判决数。判决数能够最直观地反映不真正不作为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２００５
年至２０１２年，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年判决数都在 ０－２个之间，八年共计 ８个判决。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判决数有了明显提升，至２０１５年仅三年时间，判决数就达到了３５个。可见，近年
司法实践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在迅速增加。

　　２．罪名分布。所谓罪名分布是指以不真正不作为犯定性的判决涉及哪些罪名。４３个判
决集中在侵犯人身、财产法益犯罪，尤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为主；判决所涉及的交

通肇事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放火罪和危险驾驶罪虽系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但本质上以

保护人身法益为目标，故也可归入侵犯人身法益犯罪。值得注意的是，表１中诈骗罪、非法
拘禁罪、放火罪和危险驾驶罪是２０１３年以后的判决中新出现的罪名，这说明不真正不作为
犯的罪名适用范围在逐渐扩大。

表１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分布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罪名
故意

杀人

故意

伤害

过失

致死

过失

重伤

非法

拘禁

交通

肇事

危险物

品肇事

危险

驾驶
放火 盗窃 诈骗

数量 １９ ６ ３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４ １

　　３．保证人地位的类型分布。保证人地位是不真正不作为犯最重要的成立要件，保证人
地位的来源范围越广，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机会就越大，从而影响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

用数量。从表２看，我国司法判决中出现的保证人地位类型并不多，而且显著地集中在先行
行为这一类型上。保护责任的承担、对人的监督、场所管理等三种义务来源都是 ２０１３年以
后的判决中出现的，这说明司法实践对保证人地位的认定也在扩张。

表２　不真正不作为犯保证人地位的类型分布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保证人类型 公职 先行行为 保护承担 诚信 财产保管 上下级监督 夫妻〔４〕场所管理 物的监督

数量 ２ ２９ １ ２ ４ ２ ３ １ ２

　　综上而言，十余年来我国司法实践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不了解不真正不作为犯到开
始大胆适用的过程。其间，判决数量跳跃式增加、适用范围陡然扩大，不可避免会出现不

当认定犯罪的情况，如保证人地位认定不妥、过失和故意区分不清、因果关系认定含糊等。

但是，若因为存在不当定罪的情况，就认为必须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进行限缩，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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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检索结果的全面性因如下原因而难免有不足：一是数据库没有收录国内
所有与不作为犯有关的判决书；二是可能存在虽然以不真正不作为犯定性，却未提及 “不作为” “义务”等

字眼的判决。但是，考虑到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数据库是收录判决最多的数据库，所收录的案例认可

度高，并且本文并非依靠绝对数量来说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情况，而是通过判决数增长速度、罪名分布

和保证人地位的类型分布等来说明问题，因此这些数据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判决中均未单独认定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为义务来源，而是均伴随有争吵这类 “先行行为”。



乏充分根据。一方面，这一判断是在未能正确定位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情况下作出的；另一

方面，这一判断也欠缺对目前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情况的整体把握。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判

决数量虽然在上升，但其无疑还是边缘型犯罪。更重要的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类型过于

单一，主要集中在先行行为型的故意杀人罪 （１７个）和故意伤害罪 （５个），先行行为事由
则局限于致人落水、撞人后不救这类情形。其他罪名和义务来源的判决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显然不合常理。应该说，不真正不作为犯在我国的适用并未实质展开。

　　 （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边界及其解决思路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终极问题是边界问题。在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真正不作
为犯可以说是游走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灰色地带，〔５〕但它又是犯罪治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因

此如何把握其合理边界就成为关键。

　　首先，需要合理确定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的发展方向。刑法理论一直认为，不真正不
作为犯标榜义务履行的做法和传统刑法理论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理念相违背。但是，当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 “以团结互助为基本原则的现代社会法制国

家，要求社会成员间相互协作以实现法律目的”。〔６〕并且，随着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刑事

法治需求向安全保障价值倾斜，不真正不作为犯在司法实践中的被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是

全盘顺应这一转变，让不真正不作为犯彻底常态化，还是固守其边缘性地位，或者是在这

两个端点之间确定恰当的适用规模？只有合理确定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的发展方向，才能

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回答，讨论其他问题也才有意义。

　　其次，有必要从罪名和保证人地位两个维度划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合理边界。罪名维
度决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宽度。刑法中可供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越多，不真正不

作为犯的适用范围就可能越广。从判决来看，可以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在逐步增多，

２０１５年的判决中新出现的危险驾驶罪打破了不真正不作为犯应限于结果犯的 “常识”，

２０１６年的判决中新出现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更是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触角伸向了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界限在哪里，是否任何罪名 （真正不作为犯除

外）都可以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保证人地位作为不真正不作为

犯的核心成立要件，决定了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难易程度。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保证

人地位的把握存在较大出入，前者的认定相当宽松，后者却主张严格限制。两者之间的对

立该如何协调，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实际需求的保证人理论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的发展方向

　　不真正不作为犯在德日两国适用规模迥异，有必要探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以为合

理界定我国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边界提供借鉴。

　　 （一）德日两国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规模对比

　　总体而言，德国偏向广泛适用不真正不作为犯，日本则与之相反。首先，从判决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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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白建军：《论不作为犯的法定性与相似性》，《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０９页。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４页。



上看。在日本的专业法律数据库 ＬＥＸ／ＤＢ中以 “作为义务”为关键词，检索 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１
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刑事判决，共得３４个。〔７〕以 “§１３ＳｔＧＢ”（德国刑法第 １３条）
为关键词，在德国的 ＨＲＲＳ（最高法院刑事判决线上期刊）数据库中检索同一时期的刑事判
决，共得７５个。考虑到 ＬＥＸ／ＤＢ数据库包括了日本各级法院的裁判，而 ＨＲＲＳ数据库仅仅
收录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且德国刑法第３２３条 ｃ（见危不救罪）的存在还使得不
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受到影响，〔８〕上述数据对比更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在决定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规模的两个因素罪名和保证人地位上，德国从司法
实践到学术界都认定得较为宽松，日本则恰好相反。在罪名上，日本 “包括检察实务在内，

都采取较为谦抑的态度”，“并非在所有的犯罪中不真正不作为犯都成为问题”，而只是在杀

人、放火、诈骗等少数几个罪中讨论不真正不作为犯问题。〔９〕德国对此没有明确限制，只

是有学者根据对 “等价性”的解读，认为在某些犯罪中规定了特别的行为方式，不作为缺

少这种行为无价值，所以不能成立该类犯罪的正犯。〔１０〕在保证人地位上，德国认定的范围

很广。例如，自耻毛案开始，德国联邦法院一直肯定场所管理者的保证人地位，包括对场

所中危险源的管理和对所处场所中的人的保护义务，〔１１〕但目前没有看到日本有这样的判

例；被德国司法实务和学界普遍承认的上级对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在日本也很难见到。〔１２〕先

行行为上的对比更加明显。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从未仅将先行行为作为保证人地位的根

据；〔１３〕对于驾驶机动车撞伤他人后不救助而逃跑的，必须是将被害人抬入车内以后产生了

“事实上的承担”，才能连同之前的先行行为，认定行为人有作为义务。〔１４〕但德国司法实务

和学界则没有疑问地认为，被告人因先前的撞人行为已经产生保证人地位，其不救助被害

人，在有杀人的故意时即可成立故意杀人罪。〔１５〕此外，在 “保护功能的接管”上，对于

“接管”的判断两国也不相同。虽然两国都认为，必须是事实上接管了保护功能才可以成立

保证人地位，但在德国的判例中，医生口头答应救助病患的，即使没有在场，也是病人的

保护人，急诊医生拒绝出诊救助病患就属于对保证人义务的违反。〔１６〕这说明，在德国，成

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门槛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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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以 “作为义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是因为在使用 “不作为”进行检索时，包括了一部分真正不

作为犯，或者只是检方或辩方提出了 “不作为”但法院并不认可，或者是 “不作为”中包含了一部分并非不

作为犯意义上的不作为。

德国刑法第１３条是有关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明文规定，故以此为检索关键词。德国刑法第３２３条 ｃ规定了见危
不救罪，在存在这一规定的情况下，对保证人地位有争议的场合就倾向于适用该条。

参见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８１页；［日］松宫孝明：
《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２页。
关于正犯范围的争议，参见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 ２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９１页以下。
耻毛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人是一家餐厅的经营者，他容忍四名客人在其餐厅内行使暴力剪去一名年轻女士

的头发和部分耻毛；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了被告人的保证人地位。后来，虽然德国法院一直在收缩对场所

管理人义务的认定，但基本维持了上述判决。学理上的分析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Ｌａｎｄｓｃｈｅｉｄｔ，Ｚｕ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ｋｄｅｒＧａ
ｒａｎｔｅｎ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ａｕｓ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ｌｉｃ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ｉ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ｎＲａｕ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５．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判决是从注意义务来讨论这些情形的。

参见 ［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 （２版）》，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页。
参见 ［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０页。
参见前引 〔１０〕，罗克辛书，第５９４页。
ＢＧＨＳｔ７，２１１，２１２．德国各级法院和大部分学者都遵循这一立场。参见前引 〔１０〕，罗克辛书，第５５２页。



　　 （二）原因分析

　　在 “立法—教义学—司法”这一链条上，立法作为输入端，当然会影响后两者。因此，

造成上述适用规模差别的原因，首先必须在立法中寻找。德国刑法第 １３条对不真正不作为

犯作了明确规定，〔１７〕日本刑法中则无相应规定。可以说，有无总则性规定，意味着两国刑

法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角色期待完全不同。

　　德国刑法第１３条第１款明确肯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合法性，也点明了其独立性。不
真正不作为犯的归责与作为犯相异，立法者期待其发挥独当一面的作用，因此认为有必要

将其写入刑法总则。与此对应的是，德国的刑法教科书多将不作为犯单列，〔１８〕系统讨论不

作为犯的构成要件、不作为犯的未遂、不作为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分与

竞合等问题。至于不作为犯的独立程度、与作为犯的关系，德国刑法第 １３条第 ２款规定不
作为犯可以减轻处罚。这就是说，不作为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需罚性更低。总而言之，德

国的不真正不作为犯该当的不是作为犯的规定，而是作为犯扩张后的构成要件。

　　没有明确的总则性立法的日本，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

通过禁止规范包含命令规范、不作为和作为都能成立原本就包括两种行为类型的构成要件

的犯罪这样的解释来予以缓和。由于缺乏明文规定，不真正不作为犯要自成体系就显得 “底

气不足”，这导致学理上将不真正不作为犯附属于作为犯来展开研究。比如，日本的刑法教科

书就常将不真正不作为犯放在构成要件的 “行为”部分，在论述了作为以后进行探讨；〔１９〕认

为作为义务不属于主体要素，而是将其内化为行为要素的一部分，所谓的不作为就是不履

行作为义务的行为。上述种种明显体现出将不作为视为特例的用意。而且，日本目前也没

有以不作为本身为理由援引日本刑法第６６条 （根据犯罪情节减轻刑罚）的判例，这说明司

法判决不承认不真正不作为犯刑罚的任意减轻。〔２０〕大部分日本学者也遵循判例的立场，认

为不真正不作为犯需具备作为义务才能与作为犯 “等价”，其该当作为犯的处罚规定本身，

而非作为犯扩张后的构成要件。〔２１〕

　　对比来看，德国强调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主张它是与作为犯平行、从
另一角度保护法益、需罚性较作为犯低的犯罪。德国法官在适用不真正不作为犯时，不仅

名正言顺，而且有丰富的理论支撑，必然会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辐射至更多的罪名；

而且，作为扩张处罚形态的不真正不作为犯，仅该当需罚性较作为犯 “低一等”的构成要

件，其成立要求不可能过严，尤其在保证人地位的把握上会相对宽松。这是因为，既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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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德国刑法第１３条规定：“（１）行为人不防止属于刑法的构成要件的结果，只有当他在法律上必须保证该结果
不发生，并且当该不作为与通过作为实现法律的构成要件相当时，根据本法才是可罚的。（２）其刑罚可以根
据第４９条第１款的规定予以轻处。”
参见 ［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德］冈特·施特拉
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ＧｅｏｒｇＦｒｅｕｎｄ，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９８．
日本学者山口厚、西田典之的教科书就作如此安排 （参见前引 〔９〕，山口厚书；［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
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而深受德国刑法学影响的松宫孝明的教科书
则是在 “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之后、“违法阻却”之前讨论不作为犯 （参见前引 〔９〕，松宫孝明书）。
以 “不作为”和 “减轻”为关键词检索日本判例，没有找到直接以不作为为理由减轻刑罚的案件。检索时间

为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
参见前引 〔９〕，山口厚书，第８０页。



罚可以减轻，那么在考虑是否成立不作为犯罪时，法官会潜在地认为已经留有余地，从而

不会将入罪门槛抬得过高。〔２２〕在日本，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合法性存疑、附属于作为犯等特

点，使司法人员只有在无论如何也无法适用作为犯而法益保护需求又极高的情况下才认定

不真正不作为犯，因而不可能大面积适用不真正不作为犯。〔２３〕而且，司法人员将不真正不

作为犯的需罚性与作为犯等同视之，这也决定了司法人员有严格认定保证人地位的倾向。

　　除立法外，司法倾向也影响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规模。实践中对某类犯罪的适用
有多少，取决于法益保护需求与该类犯罪的契合度。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给法益保护带来新

的挑战，企业、政府等组织体内部的职能分工极为细致，法益侵害结果一般由多个具体执

行者孤立的身体行为共同造成，组织体中的决策者、管理者极易以 “对整个侵害过程没有

完整认知”为由逃避刑事制裁。换言之，“现代分工以及技术过程的复杂化，与针对特定生

活范围能够单独掌控、并应单独负责的自主性个人，所设计出来的刑事责任的概念并不相

当”。〔２４〕对于这一挑战，根据不作为犯的理论，只要认为管理者有回避结果发生的义务，

即使其没有亲自操作，也应就其他执行者造成的侵害承担责任。德国的皮革喷雾剂案判决

更是明确表示，“企业主有引领企业的作为义务，其对企业活动有直接归责性”。〔２５〕在这

里，认定管理者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是管理者这一保证人地位的射程范围，即其在什么情

况下对组织活动造成的侵害承担责任。由此，德国司法实务和学界极力展开对公务员、上

下级监督、先行行为等保证人类型的研究，以期对管理者进行归责，遏制法益侵害。

　　在日本，刑法上的产品责任、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在 ２０００年以后成为讨论热点。虽然学
界开始尝试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角度来认识这类刑事责任，问题意识也从纯粹过失犯的预

见可能性转向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但目前实务界仍然主要以过失犯来处理后工

业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刑事责任问题。“至少最高裁判所 （日本的最高法院———引者注）还

没有从正面展开不作为犯论，所被展开的还是 ‘纯粹的过失犯论’。”〔２６〕而这一取向与新过

失论在日本占据主流有关。新过失论主张，在既有作为又有不作为的场合，从客观归责出

发，应以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兼具为理由以作为犯来处理。而对于像厚生省渠道事件、

Ｐａｒｏｍａ瓦斯烧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这样的纯粹不作为的场合，〔２７〕也无需展开不作为犯的
讨论，理由是：“过失犯的客观注意义务是无法漠视行为者的社会地位而进行设定的，从其

所处的社会生活地位”，可以导出各种监督义务；过失犯中 “致 （人重伤、死亡）”这样的

表述，说明其本身就包含了不作为的形式，不需要讨论作为与不作为等置的问题；以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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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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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０〕，罗克辛书，第５２８页。
日本不如德国那样重视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只要能认定为作为，就按照作为犯处理，而司法实践中完全没

有作为而只有不作为的情况很少，所以日本司法实务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很少。

［德］许?曼：《过失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捉襟见肘》，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疑不惑献身法与正义》，

台湾春风煦日学术基金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１９页。
ＢＧＨＳｔ，３７，１０６．皮革喷雾剂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人作为企业决策者，在知道消费者使用该企业生产的皮革
喷雾剂时出现肺水肿等健康损害后，仍然作出不回收产品的决定。

［日］稻垣悠一：《刑事过失责任与不作为犯论》，张光云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６３页。
厚生省渠道事件的基本案情是：使用了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非加热制剂的多名患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从而

病发死亡；相关行政官员因未采取令制药公司回收已被污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非加热制剂，以及令医师控制非

加热制剂的使用等措施，而被追究刑事责任。Ｐａｒｏｍａ瓦斯烧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基本案情是：公寓在安
装了瓦斯烧水器之后，烧水器被维修人员做了不当改造，产生不完全燃烧，造成居住人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伤，瓦斯烧水器制造销售公司的高管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



行为的逾越这一标准进行过失认定，“即使存在如何设定基准行为的问题，但也并无导入保

证人理论来谋求筛选行为人的必要性”。〔２８〕显然，若按照纯粹的过失犯论来处理，通过发

展监督过失、管理过失等理论来扩大责任主体，就不必对保证人地位的拓展有所需求。

　　 （三）在我国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的发展方向

　　从德日两国的对比可知，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规模基本上取决于一国的立法和司法
导向。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应朝以下方向发展：

　　首先，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适用范围应有所限制。我国刑法目前还没有关于不真正
不作为犯的总则性规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因此，不

真正不作为犯不可能像作为犯一样被普遍接受，而是被视为附属于作为犯的补充型犯罪。

这种补充性体现在，在罪刑法定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之间进行权衡，只在一定范围内认定

不真正不作为犯。另一个影响罪名适用范围的因素，是立法者对真正不作为犯的态度。我

国的真正不作为犯数量多，且增长快，自 ２００６年颁布刑法修正案 （六）至今，共增设 １２
个真正不作为犯，占同期新增犯罪数的四分之一。真正不作为犯的增多，降低了通过不真

正不作为犯保障各类法益的需求，压缩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适用空间。例如，刑法规定了

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就表明相应的不作为包庇行为

不能成立包庇罪；规定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就表明网络管理者放任淫秽

图片传播不太可能成立不作为的传播淫秽物品罪。

　　其次，对保证人地位的认定，我国宜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一方面，我国司法实践对不
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实际上是持可以从宽处罚的态度，这传递了降低入罪门槛、放宽保证

人地位认定的信号。以笔者收集的１９个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判决为例，判处无期徒刑、死缓
的有３个，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６个，判处 １０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有 １０个。也
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判决在故意杀人罪 “情节较轻”这一档及以下处刑。分析判处 １０年有
期徒刑以下刑罚的１０个判决，其中有６个是被告人追打致被害人溺水或受伤却不予救助而
致被害人死亡的，所判刑罚从２到６年有期徒刑不等。单纯从列举的从宽量刑理由看，很少
有自首这样的法定量刑情节，基本上都是酌定量刑情节。〔２９〕按理说，单凭酌定量刑情节，

很难对刑罚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因此只能认为，法官在量刑时受到了被告人实施的是不作

为这一因素的影响。有的判决使用了 “情节较轻”的表述，应该说这是将不作为作为 “情

节较轻”来考量的信号。

　　另一方面，我国宜放宽对保证人地位的认定以满足后工业社会的刑事治理需要。需要
强调的是，日本采取的过失犯路径并不可取，我国不应借鉴。这是因为：第一，日本采过

失犯而舍不作为犯，是以新过失论占据通说地位为前提的。新过失论将过失实行行为解读

为 “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消弭了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但即便如此，以作为引发因果

流程和不介入因果流程在违法性上的区别，在过失犯中依然存在，〔３０〕并不会因为新过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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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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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６〕，稻垣悠一文，第６６页以下。
包括坦白、情节较轻、间接故意、如实供述、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等从宽处罚理由。见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５）鄂红安刑初字第０００３０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湖浔刑初字第２８０
号刑事判决书；甘肃省临洮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临刑初字第 ９５号刑事判决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昆刑一初字第２３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吕英杰：《论客观归责与过失不法》，《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２９页。



的上述处理而消失。第二，新过失论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能够代替保证人地位的判断。例

如，在被认为贯彻了新过失论的厚生省渠道事件、Ｐａｒｏｍａ瓦斯烧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

判决中，日本最高法院将重点放在了行政法规上的监督权、法益需保护性、保护可能性这

三个方面，但是，对于保证人地位的确立，这些要素还远远不够。实际上，注意义务和保

证人义务应当加以区分，而且也能够进行区分。〔３１〕第三，新过失论下的监督过失、管理过

失会导致过失犯由限制正犯概念向扩张正犯概念转变，不当扩大处罚范围。比如，我国的

玩忽职守罪就存在滥用的问题。法官一方面不得不认定犯罪，另一方面又以 “多因一果”

为由免除处罚，这导致玩忽职守罪的免除处罚比率畸高。〔３２〕对此，应如井田良所说，通过

保证人理论对主体进行限定。〔３３〕例如，在某案中，被告人未有效制止某村民无证在宅基地

上联户开发建房，后因有关单位缺乏监管，该村民又一房二卖，骗取 ３１６户居民巨额购房

款，致使 “两会”期间购房者集体上访。法院以 “多因一果”、村民实施了诈骗行为为由，

对被告人免除刑事处罚。〔３４〕可是，实际上本案被告人对被监管者并无保证人地位，本不应

成立犯罪。

三、罪名适用范围的界定

　　从前述分析可知，我国在适用不真正不作为犯时，罪名范围应有所限制。因此，需要

研究宜就哪些罪名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

　　 （一）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适用不应限于轻罪

　　近年来，白建军、高艳东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不真正不作为犯只应在轻罪中成立。

　　高艳东的核心观点是：刑法的本质是禁止危险行为而不是保护法益，杀人等传统重罪

是以行为危险性为蓝本的，不作为不具备这种危险性质，故不能构成杀人行为；而且，我

国刑法明确将不作为排除出重罪，比如关于累犯、特殊防卫等的多个条文就将杀人、抢劫、

强奸等罪总括为 “暴力性”犯罪；另外，绑架等重罪的法定刑过高，若包含不作为则可能

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３５〕针对高艳东就我国刑法部分条文所展开的解读，笔者提出以下商

榷意见：首先，“暴力性”犯罪并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是评价性概念。当刑法在杀人、

抢劫、强奸等之后缀以 “暴力犯罪”时，并不必然说明该类犯罪都是由物理意义上的暴力

所构成。其次，将不作为的杀人、强奸等包摄入关于特殊防卫、假释的规定，并无不当。

根据刑法第２０条、第８１条的规定，并不是说只要是不作为的杀人、强奸等，就可以实施特

殊防卫或者不得假释，而是说只有当不作为的杀人、强奸能够被评价为 “严重危及人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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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保护哪些利益、制止哪些危害，是由保证人义务和注意义务共同决定的，两者相互确定、互相约束。比

如，具有危险性的企业的企业主的保证人地位决定了他需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他是否允许容忍一定程

度的危险，取决于一般的注意义务。参见前引 〔１８〕，施特拉腾韦特等书，第４２５页。
笔者以 “不作为”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判决中有大量玩忽职守案件。根据统计，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有１９个，
免于刑事处罚的有４４个，无罪的有３个。
参见 ［日］井田良：《大规模火

"

事故における管理·监督责任と刑事过失论》，日本 《法学研究》第６６卷第１１
号，第７页注 〔１０〕，转引自吕英杰：《监督过失的客观归责》，《清华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２１页。
见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鲁刑初字第１２５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２〕，高艳东文，第７５页以下。



全”或者被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时，才能适用相应规定。第三，从绑架罪的
规定看，认为绑架后 “杀害被绑架人”中的 “杀害”包括不作为杀人，并不会违反罪刑相

适应原则。一方面，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犯罪，其处刑并不一定比作为犯轻。绑架婴儿后

不给婴儿喂奶，任其哭闹数天后饿死的，将婴儿轻轻放入水中溺死的，很难说二者在违法

性和责任上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绑架后 “杀害被绑架人”应理解为绑架罪和故意杀人

罪的结合犯，实施了基本的绑架行为 （法定刑为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后，又实施不作为杀人，根据其违法性和责任的程度差异，在 “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幅度内进行刑罚评价，并无不当。〔３６〕

　　高艳东还认为，“现有的不作为的重罪应认定为作为犯或过失犯”，〔３７〕这一点也是站不
住脚的。不是所有的不真正不作为犯都能认定为作为犯，即使能够认定为作为犯，也由于

作为犯不需要以保证人地位为成立条件而更容易入罪，这与避免过度处罚的初衷相违背。

高艳东还以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ｖ．Ｍａｎｔｏｎ案〔３８〕中被告人成立过失杀人罪，过失杀人罪的最高刑期仅为

５年有期徒刑为据，指出英美国家都将不作为故意杀人认定为轻一级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这
恐怕是对该案判决的误读。该案一审认定了不作为的谋杀，并宣告 ２０年有期徒刑。二审推
翻了一审判决，改判为非预谋杀人罪 （ｍａｎ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刑期为 １０年有期徒刑。二审判决指
出，“当存在法律上义务，而任何不履行该义务的不作为导致了死亡结果发生时，不作为人

成立严重的杀人罪”。本案不认定谋杀的原因，一是本案中的不作为没有给被害人的生命带

来即刻的危险 （判决认为这是非预谋杀人罪和谋杀的根本区别），二是谋杀的所有构成要素

必须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被证明，本案没能达到此种程度。该判决表明，在美国，不作

为完全可以成立谋杀等重罪，也可以适用重刑。〔３９〕

　　白建军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触及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盲区，需要限定其成立范围；用
等价性这一 “似是而非”的概念无法回答 “哪些犯罪不可能由不作为构成”的问题，容易

造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任意扩张；法定不作为犯作为不作为犯罪的典型代表，“是控制、限

缩刑法义务边界的基本依据”，应以此实定法原型和样本 “抽象出学理概念”，来限定不真

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而不能反过来将学理概念硬塞进实定法本身”。白建军据此展开

实证研究，找出刑法中所有的法定不作为犯，对其特征进行提炼，认为法定不作为犯是

“特殊主体出于轻率以上的罪过，采用非暴力手段不履行刑法义务，造成公共权益实际损害

的轻犯罪”。在法定不作为犯之外符合这一描述的犯罪即可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而杀人、

放火等重罪与这一描述的相似性程度几乎为零，因此这些犯罪不应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

相关问题应通过立法来解决。〔４０〕但是，上述论证存在疑问。

　　首先，对法定不作为犯的特征作归纳研究，只能表明这一类不作为犯的特点；若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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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法修正案 （九）颁布之前，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只能处死刑，但刑法修正案 （九）将这一法定刑修改

为无期徒刑、死刑，这一修改恰恰支持了本文的观点。

参见前引 〔２〕，高艳东文，第６９页以下。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ｖ．Ｍａｎｔｏｎ，８Ｍｏｎｔ．９５；１９Ｐ．３８７（Ｍｏｎｔ．１８８８）．本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人在冬天的夜晚将醉酒的妻
子留在雪地里导致妻子死亡。

另有判决支持这一观点。比如，在Ｊｏｎｅｓｖ．Ｓｔａｔｅ，４３Ｎ．Ｅ．２ｄ１０１７（Ｉｎｄ．１９４２）中，被告人被指控成立不作为的
谋杀。

参见前引 〔５〕，白建军文，第１１０页以下。



特点推及不真正不作为犯，前提必须是两者为同一类犯罪。诚然，两者在某些方面可以说

是 “相似”的，即行为都是不作为，主体都负有特定义务；若通过研究法定不作为犯的作

为义务类型，提炼作为义务的特点，再由此推及不真正不作为犯尚可理解，但将法定不作

为犯在罪质、刑罚轻重、保护法益等方面的特点赋予不真正不作为犯就缺乏根据。不真正

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共用同一刑法条文，其在罪名、罪质、保护法益等方面的特点不可能由

法定不作为犯来决定。实际上，法定不作为犯和不真正不作为犯在刑法保护上的侧重点本

来就不同，规制着不同的领域，不可能从前一个推导出后一个的本质特征。

　　其次，相似性理论并不能合理限制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该理论将不真正不作
为犯的罪名适用范围界定为侵犯公共权益的轻罪，照此，大多数犯罪都能由不作为构成，

这实际上是大幅扩张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而且，相似性理论试图抛弃保证人理论，

从罪质、保护法益、刑罚等角度来划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边界，但什么样的人才有作为义

务并承担不作为的结果，始终是决定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边界的核心难题。即使对与法定

不作为犯不相似的不作为犯进行立法，如明确规定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也还是存在如何确

定主体的问题。

　　 （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适用应限制在个人法益类犯罪上

　　从最大限度保护法益的角度看，任何犯罪 （真正不作为犯除外）都可以成立不真正不

作为犯，但这显然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确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适用界限，实际上

就是综合考量立法状况、时代观念等，以保持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那么，如何保持这一动态平衡？受白建军的启发，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真正不作为犯
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关系入手来考察。在是否被刑法明文规定这一点上，两者显然是对立

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补充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不成文要素，这与构成要件明确性原

则形成了紧张关系。在对法益保护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权衡后，无法避开后者的诘难

时，就只能通过立法来解决，此时即进入真正不作为犯的领域。〔４１〕申言之，两类不作为犯

分属法律创制与法律适用，在这两者 “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 ‘互补性’”，〔４２〕共同回应刑

事治理需求。站在真正不作为犯的角度看，既然这些不作为被立法者明确规定为犯罪，它

们就更适合以法律创制的方式入罪。考察真正不作为犯的刑法规定，分析其形式和特点，

即可知什么样的不作为犯罪是立法者倾向于明确规定处罚的，而不真正不作为犯有很大可

能正处在其反面。也就是说，笔者拟以两类不作为犯的教义学区分为逻辑起点，发现真正

不作为犯的立法规律，从而反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罪名适用空间。

　　为此，有必要先确定真正不作为犯的范围。笔者主张以两层标准判断真正不作为犯。
一是形式标准，即从法律文本的表述来框定大致范围。可以肯定的是，有 “拒不” “拒绝”

“不履行”等典型表述的犯罪都属于真正不作为犯，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等。〔４３〕但是，有 “严重不负责任”“失职”“放纵”“背信”等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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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日高义博：《刑法解释论与不真正不作为犯》，张光云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第１９页。
参见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６页。
参见前引 〔５〕，白建军文，第１１０页。



的犯罪，如医疗事故罪、玩忽职守罪，则需要进一步辨析。这类犯罪的条文中既包括作为

也包括不作为，考虑到真正不作为犯强调的是法律明文规定能够由不作为构成犯罪，而并

非只能由不作为构成，〔４４〕既然不作为是这些表述中的应有之义，理应认为这些犯罪的一部

分也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不作为犯。二是实质标准。有的犯罪虽然具备上述形式表述，但

法益侵害实际上由作为造成，则这些犯罪不属于不作为犯。例如，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

罪处罚的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作为，而不是处罚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的行为，后

者只是限制处罚范围的客观处罚条件。〔４５〕综合上述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进行筛选，目前我

国刑法规定的真正不作为犯共４９个。

　　分析这４９个犯罪，可以发现如下特征：第一，真正不作为犯的主体通常比较单一、明

确。如玩忽职守罪的主体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

端主义犯罪证据罪的主体是明知他人有上述犯罪行为的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主

体是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二，真正不作为犯的保护法益多属超个

人法益。４９个罪名基本被列在超个人法益犯罪的章节中，刑法明文规定以人员伤亡等个人

利益损害作为犯罪结果的罪名仅有４个。〔４６〕第三，真正不作为犯多属刑罚较轻的犯罪。真

正不作为犯的基础法定刑基本在 ３年有期徒刑以下，监禁刑的刑期也远低于其他犯罪。〔４７〕

综上，真正不作为犯基本上属于特定主体侵犯超个人法益、刑罚较轻的犯罪。

　　据此，大体上可得出如下结论：对于不具备上述特征的不作为犯罪，立法者不倾向对

其作明文规定。对于以超个人法益为侵害目标的犯罪，不宜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对于以

个人重要的人身、财产法益为侵害目标的犯罪，以及虽然规定在超个人法益犯罪章节，但

根据犯罪性质会造成重要个人法益损害的犯罪，则可以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具体而言，

首先，扰乱法庭秩序罪、走私罪、包庇罪等犯罪属于侵害超个人法益的犯罪，对这些犯罪

应谨慎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确有必要处罚时，应考虑能否认定为作为，否则宜通过立法

来解决。其次，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除了刑罚轻微的犯罪，一般都能成

立不真正不作为犯。刑法以保护个人法益为核心，以不作为的方式侵犯该类法益，若不加

以惩处，无论如何都无法令人接受。再次，有一些犯罪表面上看是对超个人法益的侵害，

但实际上总是以对个人法益的侵害为前提，例如放火罪等侵犯公共安全犯罪会同时侵犯个

体的安全，这类犯罪不属于超个人法益犯罪，〔４８〕可以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

　　上述结论能从刑法的规定中找到进一步的支持。例如，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了一般犯

罪而拒不提供证据的，不会成立不作为的包庇罪，但行为人若拒不提供恐怖主义犯罪等犯

罪证据的，却可以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证据罪定罪处罚。立法者另立新罪的理由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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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９〕，山口厚书，第７４页。
再如，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侵害法益的是非

法持有行为，而非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行为；说明了来源和用途的，成立其他犯罪。同理，侵占罪、挪用

资金罪、挪用公款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等，也都不是真正不作为犯。

这四个罪名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遗弃罪，医疗事故罪。

真正不作为犯的有期监禁刑上限平均为 ８８个月，下限平均为 ２个月；其他犯罪的有期监禁刑上限平均为
１１５．６个月，下限平均为６．７个月。参见前引 〔５〕，白建军文，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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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罪本身属于超个人法益犯罪，一般人都没有保护义务；若要对涉及恐怖活动的犯罪加大

处罚力度，就必须明确立法。再如，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属于不作为的投放危险物质，

但立法者仍然增设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是因为立法者要着重处罚该侵犯社会管理秩序的

行为，并不要求该罪的结果与行为之间具备如投放危险物质罪那样的归责关联。

　　上述结论也经得起刑法教义学的检验论证。首先，在超个人法益犯罪中认定不真正不
作为犯，不利于维护自由主义刑法观。在刑法的处罚范围不断扩张的当下，超个人法益的

范围也迅速扩大。若认为超个人法益犯罪可由不作为构成，不作为犯就会随着这类犯罪的

扩张侵入刑法的各个角落。这一做法很难与自由主义刑法观相契合，却迎合了社群主义刑

法观。社群主义认为，超个人法益的存在是个人法益的先在基石，其本身具有独立意义，

不需要依附于个人法益而存在，法律应当采取家长主义的姿态规定更多的超个人法益。社

群主义和不作为犯有天然的亲和性，它强调个人应负起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其应该履行

的义务，如此才能被视为特定社群的成员。在现代社会风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更要求行

为人积极履行义务，共同缔造美好社群。〔４９〕若弃自由主义刑法观而转向社群主义刑法观，

保护超个人法益的不真正不作为犯会越来越多，将产生国家任意出入人罪、侵犯人权的高

度风险：超个人法益的模糊性、不作为行为轮廓的缺乏、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集合在一

起，使得在解释论上对保护超个人法益的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限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在超个人法益犯罪中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也缺乏必要性。由于超个人法益过
于抽象，除了对其有保护职责的人，一般主体对它不太敏感，在这类法益面临危险时一般

人难以形成反对动机。而且，超个人法益的保护主要依赖专业人员，通过亲属关系、先行

行为、保护功能的承担等方式难以形成保护超个人法益的义务来源。换言之，超个人法益

犯罪和专业职务人员的联系远大于其他主体，通过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来扩充这类犯罪的

义务主体并无必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立法者在 ４９个真正不作为犯中规定的职务、职
业类犯罪多达３０个。处罚这类主体，不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而且不会造
成处罚畸轻。以走私类犯罪为例，由于只有极少数走私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大部分

为有期徒刑，而放纵走私罪的最高法定刑为１５年有期徒刑，倘若海关工作人员不作为放纵
走私，考虑到司法实践对不作为的处罚采可以从宽的态度，以放纵走私罪来认定不作为的

走私行为完全可以做到罪刑均衡，从而不需要以不作为的走私罪来处理上述情形。

四、二元保证人理论的构建

　　 （一）保证人理论的选择

　　保证人理论大致可以分成规范性阵营和事实性阵营。前者是德国刑法理论的主流，强
调在刑法之外规范地寻找保证人地位，如最早的社会群体关系说、机能二分说，到现在的

期待说、管辖说、依赖说等。后者是日本刑法理论的绝对多数，强调对作为犯和不作为犯

进行对比，寻找两者在因果流程上的事实差异，然后在保证人地位中弥补这种差别，先行

行为说、排他支配说是其代表。那么，在这些理论中应如何作出选择，如何判断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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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参见贾健：《人类图像与刑法中的超个人法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２８页以下。



理论才是好的理论？

　　好的理论，首先应具备解释力，其次应适合我国的需求。规范要素具有弹性，保证人
理论越强调规范性，保证人地位的范围就越广。但同时，这一特点也容易令其陷入 “模糊

不清”的境地。〔５０〕例如，期待说强调的 “社会内部的相互期望”，〔５１〕既难以被理解也难以

被证伪，因而不具备解释力，容易回到形式地考察作为义务的老路上去。与此相反，事实

要素更加清晰明了，但缺乏延展性，保证人理论的事实化程度越高，保证人地位的成立范

围就越窄。例如，堀内捷三的事实承担说就存在实践解释力过低的问题，这一学说只能解

释 “保护责任的承担”这唯一的一类作为义务来源。〔５２〕从我国立法、司法的现状和社会发

展的趋势看，保证人地位不宜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而应当能够满足后工业社会的刑

事治理需求。可见，具备一定清晰度、能够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同时又拥有较

大包容力的保证人理论，才是好的理论。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我国的保证人理论应当聚焦于事实性阵营，并考虑如何修正事实
性所带来的保证人范围过窄的问题。在这方面较为成熟的理论有两个，一是排他支配设定

说，二是结果原因支配说。

　　排他支配设定说坚持对因果流程的排他支配这一核心，并以 “原因设定”这一要素进

行补充，认为：一方面，行为人必须设定面向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并保证该原因按

照自己的设想在实害结果中顺利实现；另一方面，行为人虽不是该因果过程的最初设定者，

但其中途介入面向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流向，从而掌控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的，也具有保

证人地位。〔５３〕该说希望借助 “原因设定”来扩大保证人范围，以弥补排他支配无法囊括先

行行为的缺陷，同时将社会持续性关系转化为 “原因设定”予以吸纳。但是，排他支配设

定说在内在逻辑和处罚范围的界定上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是 “排他支配”这一核心概念的问题。“排他”有两层含义：（１）对整个因果流程
的排他，即必须维持法益侵害危险变成现实的侵害结果。〔５４〕但是，这混淆了保证人地位的

成立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归责。比如，在有第三人介入的场合，若无法将结果归责给行为人，

仍有成立未遂犯的空间，而不能就此否定保证人地位从而得出行为人无罪的结论。（２）要求
排除他人的干涉。但是，这一要求究竟是事实上的还是规范上的，令人疑惑。〔５５〕在什么场

合采取哪一种意义上的 “排他”，也不甚清楚；该要求与同时犯的概念也无法融合。实际

上，排他支配类学说仅在有限的场合强调 “排他”，如在故意杀人罪的认定上。在其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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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０〕，罗克辛书，第５４２页。
Ｖｇｌ．ＪｏｅｒｇＢｒａｍｍｓｅｎ，Ｄｉｅ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ｓ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Ｇａｒａｎｔｅｎ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６，ＳＳ．１１４－１２８．
堀内捷三认为，作为义务必须满足以下要件：第一，开始实施维持法益状态的行为，如开始给婴儿喂食；第

二，反复继续实施这种承担行为；第三，行为人在避免结果发生这方面具有排他性，即其将因果关系的发展

进程控制在自己手中。参见 ［日］堀内捷三：《不作为犯论》，青林书院新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４９页。
参见黎宏：《排他支配设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困境与出路》，《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５８７页。陈兴
良的观点与此相近，参见陈兴良：《作为义务：从形式的义务论到实质的义务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７９页。
参见上引黎宏文，第１５８８页。
如黎宏在其旧版教科书中，在交通肇事的场合强调 “将被害人抬入车内”这种事实上的排他；在父亲带小孩

去公园的场合又主张 “社会一般观念下，只有父亲对该小孩有支配”这种规范上的排他 （参见黎宏：《刑法

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８页）。而在其新版教科书中，对于什么是 “排他支配”却避而不谈 （参见

黎宏：《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３页以下），但这一问题显然无法回避。



合，例如失火后不救火的，这类学说并不强调 “排他”。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该场合很难

说清楚该如何 “排他”；另一方面，在生命法益的保护上，在缺乏排他性而不认定行为人构

成故意杀人罪时，还能退一步认定遗弃罪，但在放火罪的场合，由于不存在一个法定刑低

于放火罪的同类犯罪，故只能选择性地无视 “排他”的要求。〔５６〕

　　二是排他支配设定说提及的两类情形，不论是原因设定还是中途介入，都要求行为人

“事实上介入”，而这种要求无法满足法益保护需求。一方面，“事实上介入”使得那些具有

监督、管理职责却疏于监督、管理或者故意不介入的人难以被赋予保证人地位。在这种场

合，要求以 “事实上介入”为前置条件并不现实。在行为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尚能

以渎职类犯罪勉强弥补处罚空隙，但在行为人是企业管理者时则难以处理；即使通过过失

犯进行归责，也难以满足我国的刑事治理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原因设定将夫妻、父子这

类社会持续性保护关系转化为先行行为的做法，也不合适。根据排他支配设定说，在被害

人自己造成危险时，行为人没有介入的，一律不具有保证人地位，只能视情况认定为遗弃

罪。但是，遗弃罪的主体也需要具有保证人地位，否定保证人地位从而无法成立故意杀人

罪时，遗弃罪也没有成立的空间。〔５７〕而且，这一结论不符合司法惯例，不照料妻子、不救

助小孩从而致其死亡的，各国毫无疑问认定为不作为杀人。〔５８〕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理论是结果原因支配说。该说认为，不作为必须与作为等置，但这
一等置仅要求不作为和作为一样支配了造成结果的原因即可，而不需要达到排他的程度；

但是，支配的程度也必须达到像作为犯自如地支配自己或者工具来实施犯罪的程度，这考

虑的并不是支配可能性，而是行为人和被支配对象之间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双向意向，

前者对后者有支配意志，后者对前者有默示的依赖。这就要求一种事先的常态支配，这种

常态支配一方面来自于主动承担保护责任，即行为人主动将被支配对象纳入自己的支配范

围；另一方面来自于行为人和被支配对象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密的社会关联。〔５９〕笔者认为，

结果原因支配说能够适应我国的实际需求，较好地确定保证人地位的范围。

　　首先，关于夫妻的保证人地位。夫妻和亲子关系一起构筑了人类关系的核心圈，是人
类繁衍、生存的根本。这种身份关系形成了共同紧密生活的事实，由此产生高度的互相依

赖状态，使得夫妻在各自的生活中互为保护屏障，形成事先的常态支配。因此，在夫妻一

方患病、面临生命危险的场合，另一方支配着对方的脆弱法益，具有救助义务。一方不履

行救助义务的，视法益侵害程度成立故意杀人罪或遗弃罪。但是，在夫妻一方自杀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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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判例来看，不作为的放火罪，多数以 “自己的住宅失火”因而处在自己的支配下这一理由来认定作

为义务，但在小偷侵入事务所后过失起火却不救火这类场合 （参见前引 〔９〕，山口厚书，第８３页），却完全
没有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排他支配。

我国刑法规定，遗弃罪的主体是 “负有扶养义务的人”，但哪些人是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并不清楚，因此，还

是需要通过保证人理论来加以确定。实际上，遗弃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分取决于法益侵害程度，应考察被害

人是否完全不能自救、被害人发病的场合、是否可能得到其他人救助等，而非行为人是否进行了原因设定。

例如前述美国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ｖ．Ｍａｎｔｏｎ案、我国的南京饿死女童案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ｊｃｒｂ．ｃｏｍ／ｈｔｍｌ／２０１３－０９／
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１４２３．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日访问）。即使在认定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最为严格的日本，也将不
履行照管婴儿的合同义务的行为认定为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参见前引 〔９〕，山口厚书，第８３页）。
参见 ［德］班德·许乃曼：《不纯正不作为犯及以不作为实施犯罪之形式》，王莹译，载梁根林主编：《刑法

体系与犯罪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２７页以下；张明楷：《不作为犯中的先前行为》，《法学
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１３９页以下；前引 〔９〕，山口厚书，第８９页。



应区别处理：一是夫妻一方经过理性思考后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二是夫妻一方患病 （如

抑郁等精神疾病）影响了正常的思维判断而决定自杀，三是夫妻吵架或者其他情况导致夫

妻一方情绪冲动而自杀。对于第一种情形，由于自杀者行使了对自己生命的支配和处分，

此时另一方对自杀者并无支配，因此不具有保证人地位，不予救助的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或

遗弃罪。第二种情形则与之相反，由于自杀者的自我决定能力存在瑕疵，其决定并非自由

作出的，这一状态决定了其需要由另一方予以保护，因此另一方负有救助义务。成问题的

是第三种情形，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６０〕对于这一情形的处理，司法实践

和学界存在重大对立。〔６１〕笔者认为，第三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更为相似，自杀者都是在非

正常的思维状态下作出决定，这种 “自我支配”属于有瑕疵的、欠缺稳定性的支配。考虑

到夫妻关系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关系，自杀是对生命这一终极法益的处分，应当认为：互为

保护屏障的配偶不仅要在对方丧失自我支配时予以保护，在对方的自我支配有瑕疵时也应

予以保护，因此在第三种情形下另一方负有救助义务。

　　其次，基于职务监督的保证人地位。以警察不阻止不法侵害为例，警察面对正在发生
的不法侵害故意不予阻止，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由于警察对实施犯罪者并无支配，因此没

有阻止犯罪者的保证人义务；警察虽然有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职责，但该被害人当时并

不在警察的高度支配之下，故警察也不具有保护被害人法益的保证人地位，警察仅成立滥

用职权罪。〔６２〕但是，在警察能够对犯罪者进行支配却放任不管的场合，则应当肯定其具有

保证人地位。比如，在唐群泽玩忽职守案中，被告人作为值班民警，在带领保安人员出警

的过程中，放任保安人员殴打被害人；事后返回案发现场查看死者时，被告人明知其伤势

严重却没有救助；上述两次不作为最终造成被害人死亡。法院认为：“在发现保安人员殴打

被害人时，唐群泽有义务及时制止，在事后返回案发现场查看死者的时候，唐群泽有义务

履行救助职责。在本案中，唐群泽不及时履行法定职责”，“其行为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刑法

规定”。〔６３〕但是，这一判决存在疑问。在本案中，被告人对保安人员具有支配，其放任保

安人员伤害被害人时具有故意，能够认定其构成不作为的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在自己的执

勤时间和地段，发现自己放纵保安人员施暴而致其严重受伤的被害人，理应救助却不救助，

视情形被告人有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上述两罪依罪数理论处理。

　　再次，关于场所管理者的保证人地位。根据结果原因支配说，支配的有无要综合考虑法
益侵害原因和支配意志。在这里，支配是一个类型概念，包括两个可区分等级的要素。〔６４〕

根据场所对法益侵害的重要程度，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场所本身的缺陷导致侵

害，如屋顶灯饰掉落砸伤人；二是利用场所本身的特点制造侵害，如第三人利用场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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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目前看到的配偶对另一方自杀不予救助的案件，都属于一方吵架后冲动自杀的案件。见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芳草湖垦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芳刑初字第４０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渝二中刑
抗字第４号刑事裁定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０）金中刑终字第９０号刑事裁定书。
司法实践一般认为成立故意杀人罪，仅有少数个案例外，但学界基本否定配偶对另一方自杀的救助义务。参

见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５２页；王钢：《自杀的认定及其相关行为
的刑法评价》，《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７２页。
与遗弃罪和故意杀人罪之间的关系不同，在滥用职权罪中，造成他人死亡和滥用职权之间并无归责关联，因此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不需要具有保证人地位。这是滥用职权罪 （造成他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的根本区别。

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昆刑终字第５００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页。



的特点实施犯罪；三是法益侵害与场所的关联性很低，如被害人自身患病造成的需救助状

态。支配意志的强弱则与场所的封闭性、私密性有极大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封闭、私密

的场所来说，场所管理者对被邀请进入者的支配意愿最为强烈，次之是有正当理由进入者，

如物业管理人员，再次之是无正当理由、非法进入者。对于公共场所而言，任何人都可以

进入，场所管理者和这些人仅存在松散的关联，因此场所管理者的支配意愿很低。

　　根据类型概念的理论，是否存在支配，取决于上述两个可层升要素的搭配情况。支配
意志越强，法益侵害原因的重要程度越高，就越应当肯定支配的存在，反之则应当否定。

对于处于中间层级的搭配情况，则应当进行具体的权衡讨论。笔者初步认为，庭院主人对

于进入庭院突然发病的流浪汉不具有救助义务；小卖部主人对于被第三人拘禁在小卖部的

被害人没有救助义务；〔６５〕肇事者将伤者带上出租车后又逃逸的，出租车司机对伤者缺乏支

配意志，故对伤者没有救助义务。〔６６〕但是，在出租车司机不阻止拼车者强奸的案件中，一

方面，被害人进入出租车系基于双方达成的意向；另一方面，考虑到出租车这一狭小空间的

密闭性和移动性等特点，出租车本身为在车内实施强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而司机对

该空间具有极高的支配程度。因此，在这一案件中，完全可以认定司机具有保证人地位。〔６７〕

　　 （二）理论的补正

　　结果原因支配说虽然能够为大多数作为义务来源提供理论根据，但是，和大部分支配
说一样，它与先行行为很难相容。然而，我国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一边倒

地肯定先行行为是作为义务的来源。比如，刑法第１３３条的规定就显示了立法者对先行行为
的态度。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本质是不救助。交通运输肇事

后逃逸致人死亡，实际上就是实施先行行为后，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从而导致结果发生。

司法实践也积极肯定先行行为是作为义务来源，从前述笔者收集的判决看，先行行为作为

义务来源类型的案件占了一半以上。当然，司法实践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舆

情与法理的结果。〔６８〕但是，既然 “刑法并不仅仅是逻辑现象，更是社会现象”，〔６９〕那么检

验理论的方法就不是先找理论再用事实来 “求对”，而是先看现实需求再找理论来 “求错”。〔７０〕

在确定理论无法满足现实需求时，就应当进行相应的理论修正，而不是削现实需求之足以

适理论之履。

　　有学者试图通过规范地认定 “支配”来容纳先行行为。一种观点认为，先行行为人虽

然只是偶然、临时地与脆弱法益或危险源共存于同一空间，但根据社会分工的原理规范地

考察，行为人 “最应当”、也 “最容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法益侵害结果发生，因此先行行

为人具有规范的支配。〔７１〕该观点在确定何为规范的支配时采用了 “社会分工”的概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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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开车”这一作为来认定犯罪的成立，并不妥当。例如，在司机尚未发动车辆，拼车者就开始实施强奸

时，司机就完全没有任何作为。

参见许成磊：《不纯正不作为犯理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４７页。
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中外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９７６页，第９８３页。
参见张五常：《卖桔者言》，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９页。
参见前引 〔５９〕，张明楷文，第１４０页；欧阳本祺：《论不作为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
期，第７２６页。



果以 “社会分工”概念架空了 “支配”概念。而且，在对 “社会分工”进行判断时，所谓

“最容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法益侵害结果发生，仅仅表示一种支配可能性，而仅凭支配可

能性是无法推论出支配本身的；所谓 “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法益侵害结果发生，则

对应否承担作为义务作了预判，陷入了循环论证。另一种观点将 “对结果的原因的控制”

这一标准中 “控制”的边界在规范上加以扩大，认为不仅在引发法益侵害的开始时，而且

在侵害继续升高、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应当有义务阻止侵害结果发生。〔７２〕但是，这只是

强调认定先行行为的必要性，却不能说明先行行为符合对 “支配”的界定。对 “控制”的

边界予以规范化扩展，会稀释结果原因支配说中 “支配”的内涵。这是因为，行为人对先

行行为实施后危险升高过程的支配，既无法达到作为者对自己身体的支配程度，也缺乏基

于社会关联而形成的支配意志。〔７３〕

　　笔者认为，在通过理论修正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情况下，应大胆补正，将先行行为视
为例外，在结果原因支配说之外单独考虑其理论基础。既然由教义学演绎出的数量有限的

理性原则无法涵盖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价值，那就应当将刑事政策引入刑法教义学，以避

免后者的封闭化和僵化，〔７４〕从而强化法益保护。具体而言，从刑事政策出发，应拣选履行

作为义务的负担相对最轻的主体，以便将侵犯个人权益的程度降到最低。作为 “法律上离

风险最近的人”，先行行为人最有可能马上补救法益：“事前放置爆炸物的人，能轻易防止

爆炸事故；事前拘禁了他人的人，能轻易释放他人”。〔７５〕从刑事政策出发，还应拣选最应

当回避结果发生的主体。人们普遍认为，先行行为人承担作为义务 “在正义的感情上是理

所当然”的。〔７６〕制造了危险的人是法益侵害的始作俑者，道义上更应避免结果发生；当行

为人不这样做时，对其进行谴责并不违背法感情。

　　以结果原因支配说为原则、以先行行为为例外的二元保证人理论，固然存在教义学上
的不完美，但二元理论凸显出先行行为与其他作为义务来源在本质上的不同，为司法实践

区别处理不同义务类源类型的不作为犯提供了依据。具体而言：第一，在先行行为人和其

他作为义务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先行行为应让位于其他作为义务来源。先行行为是为解决

法益保护不力而被刑事政策所特别肯认的，因此，在先行行为制造了法益侵害的场合，若

恰好存在其他保护主体，例如警察、配偶、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等，则先行行为人应 “退居

二线”。在其他作为义务主体对被害法益具有支配，同时有结果回避可能性，并且实施了结

果回避措施的情况下，先行行为人自然不构成犯罪；在其他作为义务主体客观上不能履行

结果回避义务时，先行行为人应当承担作为义务；在其他作为义务主体能够履行而不履行

义务时，先行行为人也不履行的，对前者宜认定为正犯，对后者则宜认定为帮助犯。第二，

先行行为型不作为犯在可罚性上要低于其他义务来源型不作为犯。由于先行行为人不具有

对结果原因的支配，其只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成为被害法益的屏障，这与那些在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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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０〕，罗克辛书，第５７２页。
毋宁说，该观点想表达的是，先行行为型作为义务的根据源于刑法规范本身，即刑法规范不仅反对引起危险，

而且反对在引起危险后任由危险进一步发展，而这难以和支配建立任何关联。

参见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 “以刑制罪”现象》，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３０页，第３４页。
参见前引 〔５９〕，张明楷文，第１４５页。
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７９页。



社会圈中原本就是被害法益屏障的作为义务主体不同。这一差异应在先行行为型不作为犯

的处罚上有所体现。〔７７〕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先行行为负有作为义务从而成立故意杀人罪

的，量刑结果差异过大。其中一半以上的判决在法定刑的最低档处刑，但仍有相当多的判

决，比如行为人与被害人扭打致被害人落水后不予救助一类的案件，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１０年甚至１５年有期徒刑。〔７８〕考虑到先行行为处在作为义务体系的最末端，其地位
具有附属性，可罚性也较低，后一种量刑结果显然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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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娄中刑一终字第１１号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浙
刑一终字第１４８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通中刑一终字第７４号刑事裁定
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浙杭刑初字第７４号刑事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