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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的情况下，再提倡单位犯罪否

定论，意义不大。就单位犯罪研究而言，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自然人刑

法之下，合理认定刑法第３０条、第３１条所规定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单位是由人
和物复杂结合而成的法律实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特征、文化气质和环境氛围，

这些要素能够对单位中的自然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之下，

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处罚，首先应考虑单位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实施的侵害法益行

为或结果，其次必须甄别作为单位 “手足”的自然人的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思。只

有在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体现了单位意思时，才能处罚单位自身。在判断单位意思

时，必须依据单位的结构、制度、宗旨，单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乃至单位的政策

等客观要素进行推定。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出现违法结果时，应首先考虑成立自然人

犯罪，之后再考虑成立单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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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

　　我国的单位犯罪领域在实践、理论、立法与司法等各个方面，皆呈现出巨大反差。一

方面，企业走私、偷税漏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贿受贿、破坏环境等新闻经常见诸报

端，情势触目惊心；同时，刑法第３０条、第３１条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刑法分则
当中也有１６０多个处罚单位的罪名，占所有罪名的三分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
最终受罚的单位犯罪案件却极为少见，几乎不到同期刑事裁判的千分之一。〔１〕一方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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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为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 “企业合规与企业犯罪预防”（２０１９ＴＨＺＷＹＸ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为了呈现我国刑事裁判中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的比例，笔者以 “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中的裁判文书数据库

（全国范围）为依据进行统计。具体方法和步骤为：先以 “单位犯罪”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大部分案件

属于辩护人认为是单位犯罪但法院认为是自然人犯罪的情形；在此基础上，笔者再在结果中搜索 “被告单

位”，此时筛查出的几乎都是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的裁判文书。所得数据为：２０１９年共有 １２４０６３７件刑事裁
判文书，其中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有 １１３６件，占比为 ０．０９２％；２０１８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 １５０５６８４件、１５８８
件、０．１０５％；２０１７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 １５０２０８６件、１３４７件、０．０９０％。另据王匡正对四川、山东、山西
自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２年共１６年间各自法院系统单位犯罪判决的统计，四川处理的单位犯罪案件数仅占同期所有
刑事案件总数的０．０５％，山西为０．０３％，山东为０．０７％。参见王匡正：《单位犯罪的现状与反思》，西南财
经大学２０１３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５３页以下。



位犯罪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仅在１９９７年现行刑法明文规定单位犯罪及其处罚之后，有
关单位犯罪的专著就有近２０本，〔２〕另有大量论文和研究报告。〔３〕但另一方面，上世纪末
已经偃旗息鼓的单位犯罪否定论，又改头换面以单位 （法人）犯罪拟制论 〔４〕的形式悄然

回归；而单位犯罪肯定论对单位犯罪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作为拟制人格的单位如何实施犯

罪，单位犯罪到底是单位自身的犯罪还是将单位组成人员的犯罪转嫁给单位自身，至今没有形

成定论。〔５〕这种情况是我国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处罚无所适从的如实反映，从中能窥见司

法机关在单位犯罪的处理上进退失据的窘境。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和我们选择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的研究模式有关。从方法论的角
度看，单位犯罪研究有两种模式：一是单位犯罪模式，一是单位追责模式。前者以单位犯

罪是单位自身犯罪为前提，强调在事前，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规范地探讨单位犯罪的定义、

成立要件及处罚范围；后者则从单位犯罪由作为其组成人员的个人实施，单位犯罪表现为

其中的个人犯罪的前提出发，强调在事后，从司法追责的角度，探讨单位在什么条件下对

其业务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和结果担责。从我国目前的单位犯罪研究以及实务情况看，

立法以及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单位犯罪模式，这从刑法第 ３０条的规定模式就可以看出。该
条虽强调单位犯罪是公司等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却刻意回避单位如何实施犯罪这一关

键问题。相反，司法实践倾向于单位追责模式，这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尽管

司法解释对何谓单位犯罪未予明确，但其从正反两方面列举说明何种情形不属于单位犯罪、

何种情形属于单位犯罪：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设

立之后主要实施犯罪的，不是单位犯罪；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

个人私分的，不是单位犯罪；〔６〕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７〕或者单

位员工实施由单位决策的犯罪活动，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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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陈泽宪主编：《新刑法单位犯罪的认
定与处罚———单位犯罪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黎宏：《单位刑事责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田宏杰主编：《单位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沙君俊：《单位犯罪的定
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赵秉志主编：《单位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田承
春：《单位犯罪的构成与诉讼》，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蒋熙辉：《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探究与认定》，
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李文伟：《法人刑事责任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陈鹏展：《单
位犯罪司法实务问题释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王良顺： 《单位犯罪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程丽天：《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丁英华、季境：《公司犯罪
论》，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石磊：《单位犯罪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周振杰：
《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谢治东：《单位犯罪中的个人刑事责任研
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输入主题 “单位犯罪”查询，出现 ８４７４条结果；输入主题 “法人犯罪”查询，出

现１４３１条结果。最后查询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
提倡单位 （法人）犯罪拟制论的代表性论文有叶良芳：《论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兼论单位与单位成员责

任分离论》，《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张克文：《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法人犯罪否定论之回归》，
《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参见徐岱、郭磊：《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实现的困境和出路》，《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１４８页；黄
晓亮：《论我国 “单位犯罪”概念的摒弃———以域外比较为切入点》， 《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第 ３２
页；邹玉祥： 《单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单位固有责任论之提倡》， 《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 ９期，
第１１６页以下。
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２条、第３条。
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依单位犯罪模式来研究单位犯罪，自然要预先定义单位犯罪，然后以此为依据将单位
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一网打尽。这一思路固然理想，但实现起来并非易事。且不说将单

位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一律作为单位犯罪予以刑罚处罚在世界范围内尚未成为共识，即

便在英美等单位处罚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关何谓单位犯罪、如何处罚单位的看法，近期也

一再发生变化，导致处罚效果备受质疑，〔９〕更不用说本来就没有处罚单位犯罪传统的我国

了。这一点，从现行刑法有关单位犯罪规定的制定过程就能看出。当初，刑法修改草案中

是有单位犯罪定义的，但在大会审议时，有代表提出，该定义的规定不够全面，不能包括

分则规定的所有单位犯罪，因此该定义被删除而改用了现在的写法。〔１０〕尽管如此，原草案

中单位犯罪的核心内容，即 “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单

位犯罪的见解，至今一直受到学界和实务主流见解的青睐。但是，且不说将一个在立法时

被摒弃的见解奉为圭臬，本身就值得商榷，更何况，将单位负责人的决定视为单位意思，

也已经为一些司法裁判所不采。实务中不少司法裁判认为，即便是单位领导决定的行为，

也不一定能够认定为单位犯罪，还要考虑该决定是否经过了 “单位决策机构按照公司章程

规定的决策程序”。〔１１〕更有甚者，有司法裁判认为，即便是经过了单位决策程序的决定，

还要看该决定的内容是不是在 “单位业务范围之内”。〔１２〕这样说来，在单位意思的判断上，

司法裁判并不完全只考虑单位领导的个人意志，还考虑到了单位的决策程序、业务范围等

单位自身的要素，而现行通说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却没有注意到司法裁判的这一做法。

　　本文认为，在刑法第３０条、第３１条只是宣示性地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但何谓单
位犯罪又言之不清的情况下，应当将单位追责模式和单位犯罪模式结合起来，借鉴司法解

释的相关做法，在单位追责模式下考虑单位犯罪模式。具体而言，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出现

了违法结果的场合，首先从单位从业人员个人犯罪的视角启动调查，在这种调查中，如果

能够查明该个人行为背后存在单位的支配或者操纵，再将其作为单位犯罪追究单位自身的

责任。因为，虽然从理念上讲，单位犯罪是单位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但单位业务活动

中单位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并不都能归咎于单位自身，不排除单位从业人员擅自做主、假

公济私的可能。而且，我国刑法总体上以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为适用对象，处罚单位犯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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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单位 （法人）犯罪的处理情况，参见前引 〔４〕，张克文文。
参见薛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草案）〉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如在蔡继俊、肖林、余世琼等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中，法院认为：作为村干部的蔡继俊等人非法转

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没有上级批准，也没有得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授权，其犯罪行为均未体现单位意志；

蔡继俊等人实施的预先给蔡美全开票３５０万元、给蔡美全按每亩提取好处费、私下在茶楼碰面谈判、签合同、
只收取现金、所有现金不入公账、随意要求蔡美全、江世军提取现金供蔡继俊使用并送他人等行为，也不符

合公权力行使的规则，不能代表单位意志，故蔡继俊提出的成立单位犯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川 ０１刑终 ３８３号刑事裁定书）。在苏旭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骗取出口退税案的裁判文书中，有类似的表述：上诉人苏旭华等人为自己经营的两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并未经过单位决策机构研究决定，均由其个人谋划、个人实施，没有体现单位意志，不宜认定为单位犯

罪，故上诉人苏旭华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参见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鄂０８刑终２５３号刑事裁定书）。
如魏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刑事判决书指出：山东扬速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法定代表人信

息及企业变更情况材料证实，扬速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吸收公众存款业务，其吸收资金的行为未经有关部

门依法批准。参见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鲁１３０２刑初１６５１号刑事判决书。



于例外，〔１３〕因此，将单位业务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首先考虑为个人犯罪，也合乎这种立

法精神。特别是，和单位犯罪相比，刑法有关个人犯罪的判断标准和处罚尺度相对明确，

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也相对丰富，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以下基于上述宗旨，首先对我国有关单位犯罪的主要见解进行分析、评价，据此探讨
单位犯罪的本质和特征；然后以组织体刑事责任论为重点，说明单位犯罪的成立条件和认

定方式；最后，按照实务中采用的单位追责模式的思路，对刑法第３０条、第３１条的适用进
行分类探讨。

二、单位犯罪论的立场分歧及其评析

　　现行刑法在１９９７年明确规定单位犯罪及其处罚之后，有关单位犯罪的主流见解从否定
论转变为肯定论，〔１４〕单位犯罪的研究也从单位有无犯罪能力之争转变为对刑法第 ３０条、
第３１条的解释适用之争。即便如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对单位犯罪条文进行司法适用上的
解释，最终还是无法回避单位犯罪模式中的基本论题，即作为拟制人格的单位是如何获得

刑法上的犯罪主体能力的。特别是在以单位犯罪否定论为基础的单位 （法人）犯罪拟制论

出现之后，这个问题似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以下对我国单位

犯罪基础理论的代表性见解进行述评。

　　 （一）单位决策机构或者单位集体决定论

　　本见解从自然人犯罪的立场出发，将单位的决策机构类比为自然人的大脑和神经中枢，
认为单位犯罪就是单位决策机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行为。〔１５〕这种观点在

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具有重大影响。如 《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指导案例第 ３０５号的法官解
说部分就明确指出，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单位意志由单位决策机构或者

有权决策人员通过一定程序加以体现。〔１６〕换言之，通过一定程序的单位决策人员或者单位负

责人的意志，就是单位意志；在这种人的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就是单位行为。〔１７〕

　　将单位中特定人的思想和行为视为单位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是承认单位犯罪的国家在
对单位适用自然人刑法时的惯常做法，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单位业务活动的现实，也缓解

了单位犯罪所面临的来自自然人刑法的责任原则方面的诘难。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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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所以认为单位犯罪只能是处罚上的例外，还有一个理由，即单位处罚隐含有 “殃及无辜”的天然缺

陷。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刑法对单位几乎都采用罚金即剥夺单位财产的刑罚方式。这种财产刑所针对的往往

是单位现在即裁判时的财产，其直接后果是使得企业现在的股东所持有的股票价值缩水。但单位犯罪往往发

生在裁判之前，当时犯罪的人往往已经通过单位违法行为获得了利益，当时的股东也已经获得了收益。这样

一来，就会出现受罚的没有犯罪而犯罪的没有受罚的情况。特别是，在现代公司制度之下，公司的控制权实

际掌握在专业经理人手上，他们往往是公司犯罪的直接行为人，而一旦公司被确定犯罪，直接受损的却是未

参与公司运营管理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这使得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必然有违反责任原则的嫌疑。对于一项有

违反责任原则嫌疑的处罚制度，当然应谨慎适用。

当然，否定论依然有力。参见杨兴培：《（法人）单位犯罪立法理论与实践运作的逆向评价》，《华东政法学院

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１９页以下；前引 〔１〕，王匡正文，第５８页以下。
参见陈广君：《论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１９８６年第６期，第４页。
参见 《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罪名适用》，

载人民法院出版社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９页。
参见黄明儒主编：《刑法总则典型疑难问题适用与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８页。



以下问题：一是解决不了单位高层人员将单位作为工具实现个人犯罪的问题。虽说单位决

策机构是单位的中枢，其组成人员是单位意志的重要来源，但其毕竟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

主体，并非其所有的意思都能归于单位，更不能排除其中有些人将单位作为犯罪工具来利

用。〔１８〕二是无法适用于现实中的很多单位，特别是一些建立有现代管理制度的大中型单

位。现实中，许多业务活动都由单位下层人员按照业务惯例实施，并不一定要通过决策程

序即 “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同时，大中型单位多实行部门负责制，侦查机

关事后很难证明单位高层领导参与了单位下层人员某一具体违法犯罪行为的谋划。按照上

述见解，结果只会是，越是层级简单的小型单位越容易构成单位犯罪，而层级多、决策程

序复杂的大中型单位则几乎没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这显然不符合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

初衷。〔１９〕三是有违背罪责自负原则之嫌。既然单位意思来自单位的决策机构成员或者单位

领导人，那么单位犯罪的场合，只处罚犯罪的决策者即单位领导人即可，又为何在处罚单

位领导之外，还要处罚单位？这岂不是有双重处罚之嫌？四是单位的犯罪能力和犯罪意思

来自单位决策机构成员的见解，实际上是在为主张单位犯罪实际上是单位中的自然人犯罪

的单位犯罪否定论提供佐证。因此，上述见解尽管盛行，但并不值得倡导。

　　 （二）单位组织决定论

　　本见解正视单位作为组织体与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之间的差别，从单位作为一个
整体———依照一定理念和制度建立起来的组织体———所具有的特征来探讨单位犯罪。其中，

代表性见解有如下几种。

　　１．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
　　这种见解认为，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整体，单位整体性的特性决定了任何单位成
员的犯罪只能是单位整体的犯罪，而不是单位成员个人自身的犯罪；单位主管人员在单位

（犯罪）意志支配下，以单位名义，为了单位利益，故意或者过失实施的依法应受惩罚的危

害社会行为，是单位犯罪；单位与其成员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非共同犯罪关系。〔２０〕

针对为何在处罚单位之外还要处罚其中的自然人的问题，本见解认为，由单位系统整体结

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决定，单位犯罪是一个犯罪 （单位整体犯罪），但有两个犯罪主体

（单位和其中的自然人）和两个刑罚主体 （两罚制）。单位成员是否犯罪，不是追究单位犯

罪的必要条件，相反地，单位构成犯罪才是追究其内部成员 （自然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和

前提。〔２１〕

　　 “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堪称我国学界单位自身犯罪论的开先河之论，对之后单位

犯罪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毋庸讳言，该学说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我

国迄今为止的单位犯罪论之所以问题重重，与本学说的倡导有一定关系。

　　本学说开宗明义，说单位是一个 “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整体”，有自己的整体意志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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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万志尧：《单位犯罪宜更审慎认定———从 “单位意志”与 “责任人”入手》， 《法律适用》２０１９年第 ４
期，第５６页以下。
参见李冠煜：《单位犯罪处罚原理新论———以主观推定与客观归责之关联性构建为中心》， 《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３４页。
参见何秉松：《单位 （法人）犯罪的概念及其理论根据———兼评刑事连带责任论》，《法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 ２
期，第９７页。
参见前引 〔２〕，何秉松主编书，第４８５页。



为，不能把单位整体的意志和行为归结为任何个人，也不能把单位犯罪归结为个人犯罪，

由此推导出单位犯罪是 “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的结论。但本见解在未对 “单位为何

是独立于其组成人员的实体”作出有说服力的说明之前，就得出 “单位犯罪是一个犯罪、

两个主体”的结论，逻辑跨越太大，令人难以信服。如果说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整体犯

罪，则其主体只能是单位自身，单位中的自然人只是单位的 “手足”，绝不可能出现两个主

体。这一点也是其同时代学者所诟病的，认为其违背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的本意。〔２２〕同

时，“单位构成犯罪才是追究单位成员刑事责任的前提和依据”的说法，也与该说提倡的

“单位成员 ‘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故意或者过失实施的危害行

为’是单位犯罪”的说法，〔２３〕有循环论证之嫌。

　　本说之所以存在前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该见解在展开过程中并未将 “单位犯罪的

独自性来源于单位本身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这一核心宗旨贯彻到底。如本见解在论述单位

中的自然人对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时指出，这是因为他们 “在单位整体犯罪中的

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他们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２４〕这

岂不是说，单位犯罪的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还是来自单位中的自然人吗？作为人格化社会

系统整体的单位所独有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从何体现？特别是，本说所谓的组织体模式，也

仅立足于 “单位是超越单个自然人的集合的存在”的认识基础之上，但对如何超越却未作

进一步论证。若说单位是单个人的简单集合，则难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单位内部的个人行

为越清楚，单位处罚的范围就越窄；侦查机关对单位犯罪的调查越成功，处罚单位整体就

越不可能。因为出现单位成员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时，总能找到为这种行为背书的自然

人，从而将该行为认定为个人犯罪。这种结局显然与本见解的初衷———应对大规模单位活动

所导致的犯罪———大相径庭。由此看来，本见解虽然给单位犯罪贴上了 “社会系统整体犯

罪”的标签，骨子里却没有摆脱单位犯罪是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犯罪的本质。

　　２．单位犯罪嵌套责任论
　　与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类似的见解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倡的 “单位犯罪嵌套责任论”。

这种见解认为，单位不是自然人的集合体，而是可替代的自然人所拥有的职位和财物的集

合体。单位中的自然人以其在单位中所拥有的职位或者职务———而非其自身的独立人格———

为单位要素，因此，单位成员与单位之间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是 “嵌”与 “套”的

关系。即自然人以其自身资源为出资进入单位内的某个职位，借助单位维持生计，而单位

借助个人提供的资源得以运转。在单位内，个人履行单位职务行为的意志和能力由其在单

位的职务所决定，此即 “单位成员的从属性”。但是，单位成员与单位之间的嵌套关系并不

会影响单位成员在法律上独立的主体地位，此即 “单位成员的独立性”。〔２５〕

　　与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不同，单位犯罪嵌套责任论借助美国社会学者科尔曼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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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按照上述理解，单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某个单位组织，其成员的行为只是单位犯罪的有机组成部

分，没有它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单位犯罪可言。因此，不能将单位和单位成员并列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参见

张文、刘凤桢、秦博勇：《法人犯罪若干问题再研究》，《中国法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６４页。
前引 〔２０〕，何秉松文，第９６页。
同上文，第９７页。
参见陈忠林、席若：《单位犯罪的 “嵌套责任论”》，《现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４页。



超越说，〔２６〕将单位理解为 “可替代的自然人所拥有的职位和财物的集合体”，离开作为其

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单位就是一个空壳；而单位一旦与自然人形成嵌套关系，就具有了生

命，还能反过来决定和影响其中的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这样就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人格化

社会系统责任论没有说清的系统性和复杂性问题。而且，与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不同，

本见解明确肯定，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位与其组成人员之间是共犯关系。即单位犯罪不

是单纯以单位为主体的单一犯罪，而是单位与单位中的自然人为主体共同构成的嵌套式共同

犯罪。〔２７〕但遗憾的是，这种结论从何而来，上述见解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展开。更

为重要的是，单位犯罪嵌套责任论对单位犯罪该如何构成、单位成员的行为如何转化为单

位自身犯罪等核心内容，只有原理上的提示，而没有可操作的具体说明。不仅如此，从

“单位和单位成员的独立行为责任又是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结果”的结论中，〔２８〕能

隐约看到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所主张的 “单位犯罪中同时存在两个犯罪主体和两个刑罚

主体”的痕迹。从此意义上讲，单位犯罪嵌套责任论和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有异曲同工

之处。

　　３．组织体刑事责任论
　　在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之后登场的单位固有犯罪论的见解是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

这种见解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单位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人或物的集合，而是有其内在运营机

制，并通过业务范围、政策规定、防范措施、利润目标以及组织结构等要素，让作为其组

成人员的自然人丧失个性而仅仅成为单位运转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的组织体。

在组织体中，单位成员和单位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单位成员可以将单位作

为工具，操纵、支配或者影响其业务活动，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 （包括犯罪目的）；另一

方面，身处单位之内的成员在行动和思考时，不得不受单位整体的目标、政策等的支配。

因此，单位犯罪就是单位组织体的制度、宗旨以及组成机构成员综合导致的犯罪。〔２９〕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主要宗旨是，从单位自身的固有要素即组织体的制度政策、精神
文化等要素中寻找单位犯罪的处罚根据，以摆脱传统学说只能借助单位中的自然人的思想

和行为来说明单位犯罪的片面性。在该种见解之下，单位是有别于其组成人员个人的独立

存在，单位的构成人员会发生进入退出、职位升降等变化，但组织体会一直存在。新加入

单位的人，被单位的氛围所同化，会按照单位先入职成员的行为方式行事，或者事实上被

强制如此行动。在这里，单位的制度、氛围或者说气质，若容许或默认犯罪的发生，或者

在防止犯罪方面措施不力，便可将其作为引致该单位成员犯罪的条件或者原因，此种场合

下的单位成员个人犯罪可以被视为单位自身的犯罪。此时，单位组成人员中的任何一个人

犯罪，实际上都能看作单位组织体制度、文化氛围的必然结果，故在处罚单位之际，没有

必要将其中的个人加以特定。这样，单位犯罪就真正成为有别于单位中的自然人犯罪的名

副其实的单位犯罪，单位组成人员的个人犯罪只是单位犯罪的外在体现而已。相较于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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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的法人超越说认为，法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系统，不是源自传统理论所说的法律授权，而是

因为法人有一种独立于其成员的目标。参见 ［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９２页。
参见前引 〔２５〕，陈忠林等文，第１１０页。
同上文，第１２０页。
参见前引 〔２〕，黎宏书，第２１４页。



的单位犯罪学说，这种见解不仅因其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独具一格而引人注目，〔３０〕而且对

我国单位犯罪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实际影响。〔３１〕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问题是，以单位的行为规范、制度设计、文化精神等要素为素材
判断单位自身犯罪的想法，在我国尚处在观念提出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是理论上还

有不明之处。一方面，单位业务活动中的某种犯罪结果，是否就是该单位制度、文化等的

产物，只能在依据单位组成人员行为时的事实进行个别、具体的调查之后，才能搞清楚。

但如何开展这种调查，上述见解没有给出可行的操作标准。另一方面，即便说单位中存在

默许、促使甚至鼓励单位组成人员实施违法犯罪的文化氛围，但其一旦作为单位制度而存

在，就可以说其为单位的 “另一个我”即单位决策机构成员的个人乃至集体所认可，此时

的单位意思和单位中的个人意志如何区分，也不十分清楚。二是上述观点如何与我国刑法

规定相吻合，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既然说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犯罪，那么为何在处

罚上，除了处罚单位，还要处罚其中的个人？特别是在明确单位是导致其中的自然人犯罪

的支配因素时，如何与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成员的双罚制相衔接，成为问题。因此，批

判意见认为，总体上看，单位固有责任论和现实刑事立法之间还不够完全契合，带有务虚

和前瞻的性质，不宜直接用来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３２〕

　　 （三）单位 （法人）犯罪拟制论

　　或许是不满于单位犯罪处罚不温不火的现状，单位犯罪否定论又以 “单位 （法人）犯

罪拟制论”的面目卷土重来。该见解主张，单位犯罪实际上是其组成人员即自然人的犯罪，

处罚单位是单位为其组成人员承担转嫁责任。

　　单位 （法人）犯罪拟制论认为，法人刑事责任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政策问题。

法人是自然人谋利的手段和工具，不具有独立的自我目的；法人行为实际上是法人内部的

自然人个人行为，是符合法人内部秩序的自然人行为对法人的归属；法人犯罪实质上是自

然人个人犯罪，法人刑事责任实质上是对自然人个人刑事责任的拟制和分担，唯有坚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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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理论上，不少人基于这种观点而提倡单位固有责任论 （参见前引 〔５〕，邹玉祥文，第１２１页）。还有学者提议根
据组织体刑事责任论修改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 （参见周振杰、胡圣鑫：《晚近二十年单位犯罪立

法修改的回顾与前瞻》，载卢建平主编：《京师法学》第１２卷，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３４页）。
在雀巢 （中国）有限公司西北区婴儿营养部经理郑某、杨某等被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被告人辩称

自己的行为属于公司行为，应当属于单位犯罪。但法院根据经过当庭质证的雀巢公司 ＤＲ的概念、目标任务、
与 ＤＲ有关的信息获取方式等，认为 ＤＲ的任务目标不是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特别是，雀巢公司在 《雀巢

指示》《关于与保健系统关系的图文指引》等文件中明确规定，“对医务专业人员不得进行金钱、物质引诱”。

对于这些规定、要求，雀巢公司要求所有营养专员都要接受培训，并签署承诺函。并且，本案被告人郑某、

杨某、李某某、杜某某、杨某某、孙某均参加了雀巢公司不允许营养专员向医务人员支付费用以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的培训和测试。另外，雀巢公司的政策与指示、相关文件均证实雀巢公司遵守世界卫生组织 《国家母

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及卫生部门的规定，禁止员工向母亲发放婴儿配方奶粉免费样品，禁止向医务专业人员

提供金钱或物质奖励以引诱其推销婴儿配方奶粉等。基于上述理由，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一审法院判决雀巢
公司郑某、杨某、孙某等九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甘１０２刑初６０５号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提起上诉。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甘肃省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不开庭审理后认为：“单位犯罪是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之目的，在客观上实施了由本单位

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的行为。雀巢公司手册、员工行为规范等证据证实，雀巢公司禁止员工从事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各上诉人违反公司管理规定，为提升个人业绩而实施的犯罪为个人行为。”据

此，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甘０１刑终８９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杨国章：《我国单位犯罪研究 ３０年的回顾与反思》，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第２１４页。



人责任原则才能避免罚及无辜，有效实现对法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３３〕依照这种见解，

法人犯罪形式上是以法人为主体的犯罪，但实质上是法人内部的个人犯罪，而且主要是个

人之间的共同犯罪。

　　从即便是单位犯罪也适用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的刑法的角度看，说单位犯罪本质上是
将自然人犯罪拟制为单位犯罪的拟制犯罪，也似无不可。毕竟，刑事责任是以实施了犯罪

行为为由对自然人的法律谴责，是为了防止自然人再犯同种犯罪而认可的概念。在自然人

的处罚上，必须遵循责任原则。据此，任何人只能对自己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后果承担刑事

责任，这便是行为责任原则的要求；即便是在例外地要求对他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场

合，也要求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存在某种关系 （如引起或者促进他人的行为）。就单位犯罪而

言，由于单位自身是一种拟制，不通过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就不可能实施侵害法益

的行为，所以，单位犯罪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造成了侵害或者威胁

法益的结果时，是否可以将该结果归属于单位自身。从此意义上讲，说单位犯罪本质上是

拟制犯罪，实际上是单位中的自然人犯罪，也有一定道理。另外，这种理解也有一定的实

践意义。实务当中，任何司法裁判都是在侵害结果发生之后进行的，其中必然伴随有将所

发生的结果归属于谁的问题。由于单位业务活动中发生的侵害后果是由单位中具有双重身

份的自然人引起的，所以，将单位业务活动中发生的违法结果归咎于该自然人或者有关的

上级主管，作为自然人犯罪来认定和处罚，在操作上并没有太大困难。

　　但是，在现行刑法规定之下，主张单位犯罪本质上是拟制犯罪，不合时宜。首先，刑
法第３０条明确规定，单位犯罪是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

行为”，上述主张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不仅如此，由于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

即一旦确定为单位犯罪，单位就必须为单位成员的行为担责。由于拟制责任的本质是依循

“仆人犯错，主人担责”的转嫁责任或者代位责任原理，将其应用于单位犯罪，必然会导致

单位组成人员的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会无条件地转嫁给单位，这样会无限扩大单位承担刑

事责任的范围。其次，难以避免单位中的自然人利用拟制责任原理故意加害单位的现象出

现。如单位中的自然人完全可能有意在业务活动中实施行贿受贿、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

为，并通过让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来达到加害单位的目的。实务当中，一些行贿人千

方百计将个人行贿行为辩称为单位行为，就是其体现。最后，否定单位自身责任，无视单

位处罚的独到机能，会造成单位业务活动处罚上的漏洞。现代社会中的单位业务活动多采

用类似生产线流水作业的方式，每个单位成员只承担业务链条上的部分工作，而不用从头

到尾承担全部业务。这样一来，难免出现如下状况，即单位业务活动中发生了刑法规定为

犯罪的严重后果，若从个人犯罪的角度追究单位责任，可能会出现因个人参与程度较低而

没有达到违法程度，或者因其没有预见或者预见程度较低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

会导致对单位业务活动所引起的危害结果 “集体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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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参见前引 〔４〕，张克文文，第５０页，第５２页。持类似见解的学者认为，单位责任归根结底源自单位成员的
行为，是立法者将单位成员的行为上升为单位行为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单位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替代责任，

即单位成员在对其个人行为承担完全责任的情况下，单位仍然要对单位成员的行为另行承担刑事责任。这是

因为，此时单位成员的行为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是个人行为，另一方面又是单位行为。依照这种观点，即便

是作为单位 “手足”的最底层雇员的行为和过错，也可以归于单位，也是认定单位犯罪的依据。参见前引

〔４〕，叶良芳文，第９２页以下。



　　对于上述处罚漏洞，单位 （法人）犯罪拟制论或许会说，可以共同犯罪追究相关单位

成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对单位中的众多个人广泛追责，会导致刑事责任过度扩张，而单

位犯罪概念正好可以化解这种不合理。按照单位刑事责任论，在上述场合，单位是将众多

自然人活动集合在一起的连结点，并通过其 “组织体的影响力”，将即便是最底层从业人员

的分散行为也聚集起来向一个方向发力。因此，即便不能处罚单位中的个人，也可以对处

于单位行为核心地位的单位自身进行处罚，从而间接实现对未被处罚的单位内部的自然人

进行制裁和抑制的效果。〔３４〕如此说来，单位犯罪和单位处罚，并非如单位 （法人）犯罪拟

制论所言，“理论根基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３５〕

　　 （四）小结

　　前述三类单位犯罪论，体现了三种研究路径：（１）依据 “仆人行为，主人担责”的转

嫁责任原理，将单位成员业务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直接认定为单位犯罪。单位 （法人）

犯罪拟制论是其代表。（２）着眼于单位自身的因素，将单位成员受此影响而在业务活动中
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认定为单位犯罪。组织体刑事责任论是其代表。（３）将单位决策机构
或者单位全体成员的决定作为单位意思的来源，将此种意思决定之下的单位组成人员的违

法犯罪行为视为单位犯罪。单位决策机构或者单位集体决定论是其代表。

　　上述三类见解分别立足于两种理论基础：单位犯罪否定论和单位犯罪肯定论。单位
（法人）犯罪拟制论属于单位犯罪否定论，这毋庸赘述。其实，即便是肯定单位犯罪的单位

决策机构或者单位集体决定论，其本质上与单位犯罪否定论也相差无几。因为，这种观点

的潜台词是，单位的意思和行为来自于单位中的特定自然人，按照这种思路，自然会得出

单位犯罪实际上是单位组成人员犯罪的结论。这也是我国实务当中，单位犯罪和单位成员

个人犯罪常常分不清楚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单位犯罪论的关键是，是否存在由于单位

自身的原因而引起的单位违法犯罪行为。换言之，单位自身的制度、结构、独特的文化氛

围和精神气质，是否会对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意思和行为产生影响？若答案是肯定

的，则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等自身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否则，刑法第 ３０条有关 “单

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犯罪”的规定就是自欺欺人。

三、单位刑事责任论的发展与整合

　　如前所述，处罚单位的前提是单位自身实施了犯罪。但传统观点认为，单位是一种拟
制人格，其如何能够实施刑法上所要求的自由意志支配下的犯罪行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

到 “单位犯罪是否单位自身犯罪”的本质，是所有单位犯罪理论不能回避的必答题。尽管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回答是，单位自身的体制中内含有默许或者促使其成员犯罪的特质，

故单位必须对其成员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担责。但如前所述，批评意见认为，这种见解

尚停留在理念层面，如何将其转化为实务中可操作的指导原则，尚需进一步检讨。以下针

对这一批判意见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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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川崎友巳：《企业に
!

する刑事规制のあり方》，载 ［日］甲斐克则编：《企业活动と刑事规制》，

日本评论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２１页。
前引 〔４〕，张克文文，第５６页。



　　 （一）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发展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出发点是，不依托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从单位组织体的
结构、制度、文化氛围、精神气质等因素中推导出单位自身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的根

据。〔３６〕就我国目前主要依托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来认定单位犯罪的现

状而言，本见解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是能够说明单位的独立实体特征。人们很早就发现，现代社会中的企业等单位是独
立于其组成人员的人格化实体，这种实体具有自己的类似于自然人的思想、人格之类的特

征；身处其中的自然人，在企业文化、场景或者氛围的感染下，其有意识的人格会被群体

所淹没，其无意识的人格将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群体中的个体已并非自己，而成为不

受自己意志支配的 “提线木偶”。〔３７〕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单位活动的影响力因单位

的组织构造、规模、永续性等因素而远超作为其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总和。换言之，单位

不只是自然人的集合体，而是兼具 “复杂性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特征的实体。无视单位的这一
重要特征，将单位责任还原为单位中各个自然人的责任的做法，不仅是对单位犯罪本质的

严重误判，也是导致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等见解经不起推敲的重要原因。

　　二是具有超越自然人处罚的独到价值。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的单位，特别是企业中
建立的岗位制度和科层制度，使得其中的个人表现出一种 “社会性服从”，单位中的自然人

因为 “容易被其他类似资格的人取代”而丧失了个人人格；加之单位中决策链条的冗长和

决策程序的复杂，使得单位违法活动很难被追溯或者具体化到某一个单位成员。〔３８〕在这种

情况下，当单位业务活动引起了违法结果时，若仅着眼于单位中个别成员的行为，则常常

会因其参与程度或认识程度微弱、无法达到刑法所要求的违法程度或者责任程度而陷入无

法追责的境地。此时，若将每个单位成员程度微弱的违法或者责任集合起来，只要能够得

出单位整体具有重大违法或者严重责任的结论，就可以据此认定单位自身的犯罪并对其予

以处罚。〔３９〕如此处理，总要强过对自然人造成的法益侵害要予以处罚却对作为自然人复杂

集合的单位造成同样甚至更严重法益侵害无力追责。

　　三是有助于妥当理解单位与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
位与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直接涉及单位犯罪中单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

问题。对此，我国刑法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单位成员非单位犯罪主体论、两个犯罪

主体论、双层机制论、连带责任论、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一体化论、双重主体论等观点。〔４０〕

上述争议的焦点是，并非具体行为人的单位，为何要对作为具体行为人的单位成员的侵害

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说单位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拟制人格，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

单位之所以担责，是因为单位所承担的是代位责任或转嫁责任。但如前所述，这种说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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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参见前引 〔２〕，黎宏书，第２１４页。
参见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页。
参见李鄂贤：《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转变与法人犯罪立法的未来变革》，《法学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５８页。
这种见解在英美法中被称为 “集合责任原则”，即 “如果多个公司成员分散的意识与行为可以集合于公司一

身，则集合后的意识可以视为由公司掌控，行为由公司行使，据此可以追究公司的刑事责任”。参见 ［英］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２８３页。
参见前引 〔２〕，黎宏书，第２７５页以下；前引 〔２５〕，陈忠林等文，第１１１页。



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若按照组织体刑事责任论，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单位之所以

要对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违法行为担责，是因为单位成员在单位业务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与单位自身的制度、措施、精神文化等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单位鼓励、促进、默

许或者疏忽了其成员的犯罪，即单位作为一个实体参与了其组成人员的犯罪，故单位要对

其组成人员的违法行为承担行为责任或者监督责任。如此说来，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位

和其组成人员之间可以成立共犯关系。〔４１〕

　　 （二）组织体刑事责任论与自然人刑法理论的整合

　　问题是，虽说单位是独立于其组成人员的实体，单位犯罪是单位组织体自身的犯罪，
但我国并未因此另外单独制定一部 “单位刑法”或者 “组织体犯罪法”，而是将其规定在传

统上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的现行刑法中，而且，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只作了宣言

式的规定，并未就其成立条件等作详细规定。这就意味着，在立法者眼中，单位犯罪只是

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中的一种，在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上，必须依照现行刑法的相关

规定，参照自然人犯罪的成立要件来进行。这一点，从我国主流学说将单位犯罪多放在

“犯罪主体”部分加以论述就可以看出。这表明，在多数学者看来，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

仅是主体上不同，其他方面没有多大差别。〔４２〕

　　就自然人犯罪的成立要件而言，尽管我国现在有三阶层说与四要件说之争，但不管哪
一种学说，都承认任何自然人犯罪都不可缺少两个方面的要件，即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前者说明犯罪的违法性即社会危害性，后者说明犯罪的有责性即可谴责性。因此，本文也

试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单位组织体刑事责任论下单位犯罪的成立要件。

　　１．客观方面：单位组成人员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单位固然具有实体性特征，是刑法上与自然人并列的犯罪主体，但单位还是有别于自
然人，其没有像自然人一样的手足、血肉和思想，其活动只能通过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

的行为来体现。换言之，单位组成人员就是单位的 “手足”。这样，在说到单位犯罪的客观要

件时，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单位行为只能通过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行为来体现。〔４３〕只

是，在将作为单位 “手足”的自然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认定为单位犯罪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不限于单位的代表人或者决策机构的组成人员，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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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叶良芳文，第１０１页以下。我国的司法实践也是这么理解的。如２０１２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２８３条规定，对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院只作为自然
人犯罪起诉的，法院应当建议检察院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第２８６条规定，审判期间，被告单位被撤销、注销、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对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继续审理。可见，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是作为与其组成人员相并列的犯罪主体被看待的，否则，就不会出现追加单位与其组成

人员共同起诉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在被告单位 “死亡”之后继续追究其组成人员的刑事责任的情况。

我国通说认为，单位犯罪是相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一个范畴，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主体有别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０２页）。相似的理解参见张明
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４页；冯军、肖中华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１页；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８页。
这一点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只是，有学者将法人犯罪的具体行为表现，根据法人各级雇员或职员地位的不同

分为三类：低级雇员或雇工在雇佣范围之内为法人利益实施不法行为或造成危害结果；在授权范围内享有决

策权的部门经理等中层职员的职务行为；董事会成员等作为法人机关的高级职员的职务行为 （参见前

引 〔４〕，张克文文，第４６页）。从单位组织体责任的角度看，上述分类确实没有必要。不管是最高层的管理
人员还是最底层的从业人员，只要是单位组成人员，其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实施的危害行为，都可以看作单位

自身的行为，绝对不会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在行为性质上有别。



是单位最底层的从业人员的侵害法益行为，只要发生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均可被规范地评

价为单位自身的行为。换言之，所有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只要发生在单位业务活动范围

之内或者单位业务活动过程中，均可视为单位的实行行为。这是因为，虽然说单位的代表

人、决策机构的组成人员与下级从业人员在单位意思的形成方面会存在分工上的不同，并

非所有组成人员的意思都能看作单位的意思，但就作为单位意思的外在表现即违法行为而

言，评价则是一样的。所有单位成员———不管是单位最高层级的决策机构成员，还是最低层

级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实施的与业务活动有关的行为，都可以评价为单位

行为。

　　二是只要有一个人的行为满足了具体犯罪的法益侵害要素，即可说符合了单位犯罪的
客观要件。这是因为，在单位的业务活动中，自然人实施违法行为时，与共同犯罪的场合

相似，每个单位组成人员之间存在相互利用、相互补充，共同指向单位特定活动目标，完

成单位任务的关系。此时，每个成员的行为既是其他成员行为的一部分，又都将其他成员

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组成部分，呈现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的状态。或

许存在每个单位成员分工不同、作用大小不同，以致行为效果不一样的情况，但无论如何，

只要单位中某个人的行为满足了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就可以说单位整体上

满足了单位犯罪的客观要件，而每一个参与单位业务活动的成员的行为都与这种单位活动

结果有关。

　　三是任何个人的行为均未达到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要求，但将全体人员
的行为集合起来作整体评价时却能达到法益侵害程度要求的，也可以说满足了具体单位犯

罪的客观要件。这是因为，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犯罪，包括但不要求单位中的个人行为

一定达到具体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要求。如在以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方式污染

环境的场合，就单个单位成员看，没有一个人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达到３吨以上的数
量要求，但是，将全体单位成员的行为集合起来看，结果累积达到３吨以上的场合，就可以说
满足了 “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要件，据此便可追究单位自身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４４〕

　　２．责任方面：单位必须具有主观罪过，即具体犯罪所要求的故意、过失乃至特定目的
　　单位不具有像自然人一样的思想，因此在单位犯罪的认定上，如何判断单位自身的主
观意思，至关重要。对此，理论上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应当将单位最高决策机关的单

位领导或者其授权的人的主观意思作为单位自身的意志；有的认为，单位所有组成人员，

即便是最底层从业人员的认识和过错也应当归属于单位。〔４５〕如前所述，在我国实务中，也

是持与上述类似的观点，将单位集体领导或者负责人代表本单位策划、决定作为单位犯罪

的特征之一。但这些观点，或者因为在决策人员范围的认定上有不同理解而难以操作，或

者因为会导致单位对其为数众多的组成人员的过错皆负责从而承担绝对责任，没有被普遍

认可。更主要的是，上述见解骨子里是单位替代责任论，忽视了单位作为组织体所固有的

特征对单位罪过形成的影响，因而难免持论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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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第３３８条、第３４６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按照２０１６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的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３吨以上的，才能认定为 “严重污染环境”。

参见前引 〔４〕，张克文文，第４７页。



　　依照本文主张的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即便说单位组成人员的意志表现为单位意志，也
必须注意到，单位组成人员的这种意志并非凭空而来，其也是受到单位自身的政策、制度、

业务范围和目标、精神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的。换言之，单位组成人员的意思并

不完全是其个人的自主意思，某种意义上讲，其也是单位自身意思的体现。如此说来，虽

然单位自身因为没有和自然人一模一样的意思形成能力、表达能力而难以从其 “言行”中

窥见其真实意图，但从单位自身的存在形式、决策机构成员的决定乃至单位的政策决定、整

体的文化氛围等客观要素中，还是可以推定单位是否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主观要素。〔４６〕

而且，根据单位自身特征来推定单位罪过的做法，在国外已经有立法规定。如英国 ２００７年
《法人杀人法》规定，构成法人杀人罪的条件是法人对受害人负有注意义务；判断法人是否

违反注意义务，取决于法人管理人员的组织或者管理法人的方式。澳大利亚刑法典在 “法

人的刑事责任”部分规定，在法人主观要件的认定上，除了考虑法人的代表机关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参与之外，还得考虑法人的文化即 “法人在整体或部分上所具有的态度、政策、

规范、行为及业务方针”。〔４７〕因此，以推定的方式辅助判断单位自身的罪过是具有可行性

的。以下对此作详细说明。

　　一是单位决策人员或者经其授权的人，在其职务范围之内，决定实施某种违法行为的，
推定单位具有故意。之所以这么理解，主要是因为，单位决策人员或者经其授权的人，是

最能领会和理解单位设立目的、宗旨、文化、政策的人，甚至可以说，其是在单位宗旨和

文化等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正因为如此，包括我国学者在内，学者们多主张，

以单位主要领导为代表的一定范围的自然人的意思就是单位自身的意思 （同一视原理）。〔４８〕

这种见解固然不错，但采用这种见解的前提是，单位领导身居其位之后，依照单位自身的

业务宗旨、精神文化等，秉承、延续或者说发展了单位自身的意思，而不是相反，说单位

领导自身的意思直接转化为单位意思。这样说来，即便是单位领导，如果其制定或者通过

的方针政策、业务规划不在单位业务范围之内，或者违反了单位的相关政策，则该政策、

决定即便出自单位领导，也不能视为单位自身的意志。这一点，在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也

有体现。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２条后段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
罪论处。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

要》明确指出，单位设立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合法成立的单位，之后脱离其经过主管机关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专门从事违法犯罪的，

即便构成犯罪，也不是单位自身的犯罪，而是其中的个人即主要领导的犯罪。从前述推

定论的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因为，经过合法程序设立的单位，从其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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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４６〕

〔４７〕

〔４８〕

学界也有人主张，从有无合规计划以及有无有效实施合规计划这种客观事实来推定单位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参见前引 〔３８〕，李鄂贤文，第６４页。
英国法人杀人罪的相关规定，参见 ＤａｖｉｄＯｒｍｅｒｏｄ＆ＫａｒｌＬａｉｒｄ，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Ｈｏｇａｎ’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１４ｔｈ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６４７－６６２。澳大利亚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参见 《澳大利亚联邦刑法

典》，张旭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页。澳大利亚有关法人犯罪的近期进展，参见宋颐阳：
《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与举报人保护制度之构建———澳大利亚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参见前引 〔１９〕，李冠煜文，第３３页。



设立宗旨等来看，不可能以专门或者主要从事犯罪活动为业，之后之所以如此，只能说

是该单位领导人员擅自改变单位业务活动范围的结果，当然应当作为单位领导个人犯罪

处理。

　　二是在单位的营业目标、政策方针、科层结构、处罚措施中，有鼓励、纵容或者默许
其组成人员违法犯罪的内容时，推定单位具有故意。故意犯罪是行为人藐视法秩序的最极

端、最明显体现。依照规范责任论，如果对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有认识，一般人就有

机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据此法规范会希望行为人产生放弃该犯罪行为的

动机。在行为人辜负了这种期待，做出 “不放弃”的错误选择并付诸实施时，对于行为人

的该种错误意思决定，刑法规范就要将其作为故意犯罪予以最严厉的谴责。这是责任原则

的当然结论。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尽管单位本身不能像自然人一样供认其对事实有无认识，

但从单位自身对业务目标的设定、对违法行为的奖惩措施、对单位文化的建设等客观事实

中，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推断出单位对其组成人员的违法行为的认识和态度的。诸如在单

位的生产计划中设定不通过违法手段就难以实现的目标；单位的奖惩措施中存在鼓励或者

默许其员工实施违法行为的成分；对于通过违法手段获得业绩的员工不仅不处罚，反而予

以奖励；单位员工实施违法行为之后，单位不闻不问，或者仅予轻微处理，放任其继续此

种行为等之类，都是推定单位犯罪故意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在前文提及的雀巢 （中国）

有限公司西北区婴儿营养部经理郑某、杨某等被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裁判中，已

经有所体现。

　　三是单位选任不恰当的岗位人选，采用有先天缺陷的工艺操作流程，或者应当建立相关
制度而没有建立，或者尽管建立了相关制度却疏于执行的场合，可以推定单位具有过失。〔４９〕

与故意犯是行为人 “有意而为”不同，过失犯则属于行为人 “无意而为”。即在当时的情况

下，行为人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够认识到或者预见到犯罪事实，从而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违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停止违法行为的反对动机，选择实施避免犯罪结果的行为，

但由于行为人没有尽到其应尽的注意义务，对可能发生的犯罪事实没有认识或者预见，因

而未能避免结果发生。从此意义上讲，过失犯是应当预见并且也能够预见犯罪事实，却由

于不注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引起危害结果的犯罪类型。因此，过失犯罪中的过失，可以从

行为人是否履行了相关义务、是否遵守了相关规定的角度来推定。就单位犯罪的场合而言，

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引起了具体犯罪的法益侵害结果时，只要看单位是否选择了恰当的人选、

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避免该结果发生的制度、措施，单位成员在单位业务活动中是不是遵循

了有关法律、规章、制度，即可判断单位对其组成人员造成的侵害结果是不是要承担过失

·５８·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

〔４９〕 单位犯罪中有无过失犯罪，理论上存在争议。早期有力说认为，过失犯罪不应当有单位犯罪 （参见高铭

暄：《试论我国刑法改革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 ５期，第 １４页）。但从现行刑法的规定看，
单位过失犯罪尽管为数不多却并非没有。如刑法第 ３６３条第 ２款规定，“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述规定的后段，可推断该款前段仅指过失提供书号的情形。依照刑法第 ３６６
条的规定，单位犯第３６３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可见，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存在单位
过失犯罪。另外，刑法第２２９条第３款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第 ３３０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 ３３２条妨
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第３３４条第２款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第 ３３７条妨害动植物防
疫、检疫罪、第３３８条污染环境罪、第３３９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罪都存在
单位过失犯罪。



责任。〔５０〕从此意义上讲，近期流行的依据合规计划来判断单位刑事责任的讨论，从认定单

位过失犯罪的角度看，具有实际意义。〔５１〕单位建立了足够有效的防止其内部成员违法犯罪

的相关制度、措施即合规计划，即表明单位自身并不想实施犯罪，并且也在竭力防止单位

成员违法犯罪。这些举措可以为认定单位业务活动中的行为是否构成单位过失犯罪提供有

价值的素材。

　　四是可以通过客观外在要素的变化来推定单位是否具备具体犯罪所要求的特定目的。

有些单位犯罪是目的犯，如集资诈骗罪，按照刑法第１９２条、第２００条的规定，包括单位在

内的行为人在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时，必须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谓目的，是指行为

人希望通过实施特定行为来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属于自然人特有的超过的主观

要素。那么，在单位犯罪的场合，该如何认定单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自然人所特有的

心理要素？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客观要素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本质上讲，是作为使集

资诈骗这种法益侵害行为的危险性增大的指标要素而发挥作用的。从理论上讲，使用诈骗

方法非法集资，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最多只能构成刑法第１７６条规定的扰乱金融秩序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在行为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吸收公众存款的场合，意味着

行为人不仅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而且有不返还存款从而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的危险。换言之，非法占有目的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危险性大增，让本为破坏金

融秩序的犯罪一跃而为在破坏金融秩序之外还具有侵犯他人财产危险的财产犯罪。这样，

非法占有目的因具有为法益侵害危险奠定基础的特性而成为违法要素。〔５２〕既然为法益侵害

危险奠定基础本身属于一种客观事实，则特定目的要素的有无完全可以从有无侵犯财产危

险的变化中推断出来。这一点，从有关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解释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均采

用根据客观事实加以推定的方式，即可得到佐证。因此，正如相关司法解释所言，在单位

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之后，将募集来的资金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

营活动的资金规模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肆意挥霍集资

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均可以推定单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５３〕

结　论

　　单位是由人和物复杂结合而成的法律实体，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制度、文化气质和环

境氛围，这些要素反过来能够对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意思形成和行为举止产生影

响，所谓单位犯罪正是其表现之一。只是，单位是由自然人组成的组织，其思想和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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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邈：《论单位犯罪过失的特殊性》，《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４２页。实际上，在
实务中，是不是选用合适的从业者，已经成为判断单位犯罪的重要依据。如在江苏省宿迁市永盛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杨某犯污染环境罪一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永盛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明知他人没有相关

资质，仍委托其处置有害物质，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参见江苏省宿迁市宿

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宿城生刑初字第０００１０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合规计划制度的借鉴》，《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李永升、杨攀：《合规
计划对单位犯罪理论的冲击与重构》，《河北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参见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 （第３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９７页。
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条。



是由人或者人所制定的制度、政策来体现和实施的，因此，在单位犯罪的认定上，首先必

须有单位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造成的危害结果，这是认定单位犯罪的事实基础。但仅此

还不够。单位成员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其行为及其结果的二重性。只有在作为单位 “手足”

的单位成员在业务活动中的行为体现了单位意思时，才能让单位承担刑事责任，否则，该

组成人员的行为就是个人行为，单位不承担责任。可见，单位和其组成人员之间并非铁板

一块，而是存在分分合合的关系。〔５４〕这样说来，在刑法第３０条、第 ３１条规定的单位犯罪
的认定和处罚上，必须区分不同情况，作类型化处理。

　　１．单位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如果这种结果是在单位的鼓励、
教唆、纵容、默许之下引起的，单位和该组成人员之间成立共同犯罪，适用双罚制。这种

情形是典型的单位犯罪。单位对其组成人员的支配、鼓励、教唆、纵容、默许，可以通过

单位领导等管理人员进行，也可以通过单位的制度、文化等体现。这种形式的单位犯罪通

常表现为故意犯。

　　２．单位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如果这种结果不是单位教唆、鼓
励、默许的结果，而是单位疏于管理的结果，则组成人员构成故意犯或者过失犯，单位对

于其组成人员的行为承担过失犯 （监督过失）的刑事责任。这种过失犯责任的承担，以刑

法有规定为前提。

　　３．单位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如果这种结果既不是单位教唆、
鼓励、默许的结果，也不是单位疏于管理的结果，则单位自身不承担刑事责任，由其组成

人员个人负责。但是，在查明单位管理人员对该下级成员的危害行为疏于履行监督义务的

场合，该管理人员有可能要承担过失犯的刑事责任。

　　４．单位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如果这种结果是在单位的操纵、
支配甚至是胁迫下造成的，该组成人员可以缺乏期待可能性为由，不承担刑事责任或者减

免刑事责任。〔５５〕但要注意的是，在单位组成人员因缺乏期待可能性不构成犯罪或者不承担

刑事责任时，单位自身并不能免责，有可能被判处罚金。〔５６〕

　　５．单位下级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引起了危害结果，事后查明，这种结果是在单位高
级管理人员的命令、指使、教唆或者纵容下引起的，但该管理人员的命令、指使、教唆或

者纵容违反了单位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不能视为单位意思的体现时，该从业人员的危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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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

〔５４〕

〔５５〕

〔５６〕

这样说来，那种认为 “在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单位刑事责任是相互分离的”观点是正确

的，但据此就认为 “单位刑事责任是对直接责任人刑事责任的补充”的观点则不妥 （参见谢治东：《单位犯

罪中个人刑事责任根据之检讨———走出我国传统单位犯罪理论之迷思》，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２０１１年
第４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７页以下）。单位责任不是对自然人责任的补充，而是单位自身的行为责
任或者参与责任。

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理解的。比如，根据 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

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依照刑法第３０条的规定，单位犯罪就是单位自身的犯罪，其中当然会存在如下所
谓 “纯粹单位犯罪”的情况：单位业务活动中发生了法益侵害结果，但查不清到底是哪一个自然人实施了违

法犯罪，或者单个自然人的违法或者责任轻微，达不到对其追责的程度，故只能追究单位自身责任。但是，

依照刑法第３１条的规定，单位犯罪时，单位与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之间似乎要承担连带责任，不存在只
处罚一方的情况。因此，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之下，对于单位犯罪，是否可以只处罚单位而不处罚其中的自然

人，确实难以确定。这种单位犯罪处罚上的漏洞，只有修改法律才能弥补。



为不能视为单位行为，单位对此不承担责任。该具体实施的单位下级组成人员与该高级管

理人员要成立共犯，不过，该下级人员有可能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免责。

　　按照上述理解，在实务中，对于单位成员在业务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真正被作为
单位犯罪处理的情况可能并不会很多，多数情形被归为自然人犯罪。这也符合目前司法实

践的实际情况。笔者在先前的调查中已经说明，当笔者以 “单位犯罪”为关键词在有关裁

判文书数据库中搜索时发现，大部分情况属于辩护律师一厢情愿地认为该案属于单位犯罪，

而法院却认定是自然人犯罪。这意味着，在实务中，法官们对单位犯罪抱着一种敬而远之

的态度，可判可不判的尽量不判。这样说来，本文开头提及的奇特现象———尽管我国现实中

伴随单位业务活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很多，但最终作为单位犯罪处理的司法裁判却极为

少见———的成因便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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