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根据《刑法》第 30 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团体。刑法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也包括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合资或独资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是指国家机关，“团体”是指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 在刑法上，单位作为犯

罪主体是与自然人作为犯罪主体相对称的。自然人是以一定的生理机能的存在作为犯罪

主体条件的。单位是一种社会组织，它虽然是自然人建立和控制的，但它在社会上不是

以个人而是以独立的社会有机整体活动的。因此，刑法典关于自然人刑事责任年龄和刑

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对单位都是不适用的。不过，刑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

是合法的组织。如果单位本身就是以犯罪目的的组织起来的，尽管可以以单位的名义实

施犯罪，但实际上是共同犯罪。不同的单位犯罪对单位的性质可能有特殊的要求。有些

单位犯罪只能是国有性质的单位才能构成。如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罪都必须

是国有单位才能构成。 

应当指出，由于单位本身是独立的具体存在，单位成员与单位本身是分离的。单位

并不以某个成员的参与或退出为转移。不过，单位又是自然人建立和控制的，单位成员

具有复杂的身份，这种复杂的身份决定了不是一切单位成员的犯罪都是单位犯罪。只有

那些能够代表单位的自然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才被认为是单位犯罪不能脱离一定的范围，

超出预定范围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则应由实施者个人负责。  

二、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 

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与单位业务活动有关的危害社会的

组织行为。 

首先，单位犯罪是一种组织行为。所谓组织行为，即表现为有目的、有领导、有分

工的行为。单位本身缺乏自然人身体组织尤其是四肢，故不能发出直接作用与外部的动

作，它的危害行为要通过直接责任者或其他成员的行为为媒介来实施，但这些自然人的

行为，体现的是独立存在的单位的意识和活动，其行动的范围和内容都是由单位所规定

的，是单位整体行为的具体化。 



其次，单位犯罪与单位的业务活动有关。即单位犯罪行为是在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

中实施的。从司法实践中看，单位犯罪与业务活动有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1）

在业务活动中从事非法经营。在我国，每个单位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着不同的职能。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单位的超范围经营虽然不会泛泛地作为犯罪处理，但有些国家专营专卖

的物品，如军工产品、火工产品、烟草产品、精神药品等，单位如没有取得相应的经营

许可而经营这些产品，可构成犯罪；（2）在业务活动中非法侵权。例如在业务活动中

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商标权、所有权等；（3）在追求业务目标时从事法律禁止的其他

犯罪行为。例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抗税、走私贩私等。正因为单位犯罪行

为与其业务活动有关，所以单位只能成为部分犯罪的刑事责任主体，刑法中大部分犯罪，

单位都不可能构成。 

再则，单位犯罪行为也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就表现形式而看，单位犯罪行为主要

有三种形式：（1）单位组织内单个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犯罪活动，这种犯罪形式在单位

犯罪中较为普遍。例如单位走私、偷逃税款等犯罪，往往是单位中个别成员的行为。当

然，这些个别成员能够代表单位，是单位的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2）单位组织内数

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犯罪活动方式。单位形成犯罪故意后，有数个

人去实施；（3）单位组织内全体成员的行为。这是在单位决策机关的指挥下协调一致

实施犯罪的情况。例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犯罪，往往是有关企业的全体人员所

实施。当然，不管单位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如何，都是单位的整体活动。  

三、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一般表现为故意。即单位的决策机关明知某种行为会发生一定

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故意是推动和支配人们实施某种

故意犯罪行为的内在的动力。单位没有自然人的生理能力，不能按纯生理的意义来判断

单位犯罪的意识和意志能力，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单位犯罪的主观故意。作为社会组织，

单位的行为不是盲目的，它有自己的局部利益，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能够将自己的动

机和目的化作行动的意志，而在行动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单位在追求自己的局部利

益时，是有能力对行为的性质（是否给社会造成危害）作出判断，并作出实施与不实施

的决定，社会通过法律要求单位在实施任何行为时，都应该按照预定的原则在合法的范

围内进行选择，既然每一个单位都有这种选择能力，这就难免造成部分单位为追求自己

的局部利益进行错误的选择，这就反映了该单位的主观罪责。 



单位犯罪的故意是由代表单位的决策机关形成的。单位犯罪故意形成的过程也不是

无序的，通常是先由某种信息（能够产生犯意的信息）传入单位的决策机关，决策机关

经过整理、加工、分析，形成整体意志，然后再将这种意志及时反馈于单位的执行机关，

使其成为行动的指南。单位犯罪故意形成以后，或直接由决策机关或由意志执行机关通

过三种形式反映出来：（1）指挥。即直接由单位决策机关形成某种犯罪故意，并指使

执行人或代理人去实施犯罪；（2）批准。即某项犯罪活动经单位成员和成员之外的第

三人先产生犯意后，由单位决策机关认可批准；（3）默许。指具体执行人员为单位利

益而实施犯罪时，决策机关知哓并暗示同意。 

在决策机构形成单位犯罪故意时，一方面体现了单位整体性的意志，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一定量的决策者的个人意志，特别是单位将日常的决策权授予某个个人（厂长或经

理）的情况下，决策中的个人意志就更为明显，这就为单位犯罪采取“两罚制”和“代

罚制”奠定了主观基础。 

应当指出，虽然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大多数单位犯罪是故意犯罪，但同时也规定了

少数单位过失犯罪，如 135 条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  

四、单位犯罪的目的 

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自己的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犯

罪目的起着为犯罪行为定向、确定目标的引导和指挥作用。单位犯罪的目的是为单位牟

取利益，这一特殊目的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重要界限。在我国，单位犯罪的这一

目的被形象地称之为“为公牟利”，常有人提出，单位如果是为集体牟取利益的，个人

没有中饱私囊的，不能认定为犯罪。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单位犯罪的目的，就应具

备“为公牟利”的条件，当然 所谓的“公”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是小集体、小

团体的利益。立法者规定单位犯罪，考虑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利益的非法性，

至于“为公牟利”的目的，只能说明单位犯罪的主观恶性没有自然人犯罪那样强烈，这

一点在刑事责任的轻重上已有所区别。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尽管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犯罪，

但将非法所得归私人所有或私分的，表面上体现的是单位意志，而从其非法所得的归属

上体现的是个人意志，应属自然人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