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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看清红线：法律上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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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

并达到一定数额，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达到一定数额，并为他人

谋取利益的行为。

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

的所有权。因此，受贿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既损害了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任何

国家对其工作人员，均要求其保持高度的清廉性，不允许国家工作

人员贪赃枉法，以保证国家机关的威信和社会民众对其的信赖，这

是法律设置受贿罪的主要目的。至于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不是本

罪打击的主要对象。除了“索贿”以外，其他受贿行为一般表现为

行贿人的“自愿性”——自愿将财物的所有权“让渡”给国家工作人

员。由于这种财物所有权的“让渡”具有非法性，尽管授受双方出

于自愿，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受贿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这种故意又表现为两个方

面，即对财物收受或索取的故意。如果系索取财物，自然是故意。

如果系收受财物，则一定要表现为明知、故意，也即知道自己在收

-- 1



——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爱财 有道

受他人给予的财物；不明知收受财物，则不构成受贿罪。

受贿犯罪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行贿人之所以要送受贿人财物，看中的是受贿人手中的权力。

这种权力，可以为行贿人带来利益；这种权力，与受贿人的职务有

着必然的联系。如果离开职务，就无法行使相应的权力，也就无法

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因此，受贿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说

“利用职权”，是受贿罪的一个基本特征。反之，即使受贿人为他人

谋取了利益，也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只要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则不构成受贿罪。因此，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往往成为受

贿的罪与非罪的焦点。

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是受贿罪的另一个特征。如果受贿人收受了贿赂，为他人

谋取了利益，对其他竞争对象来说就显得不公平。这是一个竞争

秩序的问题。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均需要公平公正。

如果因为行贿受贿，竞争的秩序混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可能

会走向动荡。因此，国家不允许有特殊的、无秩序的竞争。

同时，为他人谋取的这种利益，并不要求是“不正当利益”。换

句话说，只要受贿者收受了他人财物，不管为他人谋取的是“正当

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

比如说，某局长收受了一个包工头的财物，该局长就替这个包

工头说话：“原定的工程款应当提前支付。”这就是为他人谋取了

“不正当利益”，自然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反之，某局长收受了

一个包工头的财物，该局长就替这个包工头说话：“原定的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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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不要违约推迟。”这看似按照合同

约定办事，讲究契约精神，也是国家法治精神要求的。这个时候，

该局长为包工头谋取的是“正当利益”，但依照法律规定，这个局长

的行为照样可以构成受贿罪。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行贿罪中也有“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但

行贿罪与受贿罪对于这个要件的要求是不同的。

对于受贿罪来说，不管谋取的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

益”，均可构成受贿罪。

但对于行贿罪来说，则不一样。行贿罪的要求是为了谋取“不

正当利益”，如果行贿人行贿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则不构成行

贿罪。

举例来说，包工头为了提前取得工程款而向局长行贿，则可以

构成行贿罪；如果包工头为了“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取得工程款，

为了避免发包方违约拖延支付而贿赂局长，这个时候，这个包工头

不构成行贿罪，因为包工头谋取的是“正当利益”。当然，这个局长

的行为还是可能构成受贿罪的。

此处涉及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不仅指经济上，也可以是人事

上、文化上的，还可以是其他方面，比如为了工作调动、为了职位升

迁等等。因此，法律没有将此“利益”表述为“为了谋取经济上的利

益”“为他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

收受财物，并达到一定数额

受贿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最终的结果落实到取得

财物上，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但收受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的数

额，才能够算受贿罪。如果收受的财物仅价值一两百元，即使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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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也不会构成受贿罪。因其财物价

值太少，不至于上升到受贿犯罪。

那么，收受多少价值的财物才会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呢？

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

1. 受贿数额达 3万元，是刑事犯罪的数额起点。

2. 受贿数额在 3万～20万元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罚金。

3. 受贿数额在 20万～300万元的，处 3～10年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没收财产。

4. 受贿数额在 300万元以上的，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第二，在特殊情况下。

前文已述，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与公私财

物的所有权。既如此，受贿数额不是该犯罪唯一的定罪量刑的依

据。要认定一个行为是否犯罪，还要看受贿财物与国家社会的关

系，以及该受贿行为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影响。

因此，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虽然受贿数额未达 3万元，但如

果达到了 1万元，也可以构成犯罪；同样的道理，虽然受贿数额未

达 300万元，但如果达到了 150万元，也可判处 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这些特殊情形是：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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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受贿罪，并不等于无罪

这里要注意，收受的财物价值太低，不构成“受贿罪”，但并不

等于不构成“犯罪”。如果受贿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了利益，尽管收受的财物价值太低，但如果造成其他损失或危害结

果，也可以构成其他犯罪，比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

罪等等。

是“职务”“劳务”还是“技术服务”？

准确区分是利用“职务”还是提供“劳务”或“技术服务”是正确

把握罪与非罪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最高法院关于在国有单

位如何区分“公务”和“劳务”“技术服务”的一个准司法解释的文件

中受到启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

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3〕167号）中指出：“从事公

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

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

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

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

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

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需要说明的问题

1. 本文所引用的定罪量刑依据已为最新，即根据《刑法修正

案（九）》及 2016年 4月 18日公布的最高法院司法解释。

2. 原定罪量刑起点是 5000元，现为 3万元（特殊情况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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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受贿 10万元以上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现受贿 300万元

以上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特殊情况 150万元）。

4. 定罪量刑数额的提高，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调整的结果。

根据相关人士的解释，定罪量刑数额由原先的 5000元提高至 3万
元，主要是根据 CPI的涨幅，这似乎能够理解。但 10年以上的量刑

数额从原先的 10万元提高至 300万元，其间 30倍的涨幅，似乎无

法用 CPI来解释，如此提高量刑起点，幅度是否大了点？

◉单位受贿罪

上文中，笔者阐述了个人犯受贿罪的情形。按现行法律的规

定，除了个人可以犯受贿罪外，有些单位也可以犯受贿罪。这就是

《刑法》所规定的“单位受贿罪”。

有眼尖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笔者在此用的是“有些”单位也

可以犯受贿罪。也就是说，一些具备“资格”的单位，如果符合受贿

犯罪的条件，即可以构成“单位受贿罪”。

那么，哪些单位具备犯“单位受贿罪”的资格呢？

有资格“享受”该罪名的单位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

除此以外，其他单位没有资格“享受”此罪名。也就是说，该罪

是“特殊主体”的罪名。讲得通俗一点，就是吃“皇粮”的单位可以犯

此罪。那么，有读者可能就要问了：其他的单位如果受贿，犯不犯罪

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估计有不少读者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不吃“皇粮”的单位，其行为不会构成“单位受贿罪”

由于“单位受贿罪”有特殊的资格要求，故其他的不吃“皇粮”

-- 6



第一章 看清红线：法律上的罪名

的、非国有性质的单位，即使收受贿赂，也不构成该罪。

同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研究《刑法》规定，笔者发现非国

有性质的单位收受“贿赂”，似乎还找不到对应的罪名。

“单位受贿罪”中，哪些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单位，要被判处罚金；

单位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被判处

刑罚。

单位受贿罪与（个人）受贿罪之间的区别

（1）主体不同

个人受贿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以国家

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

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

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他依照法

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单位受贿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当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也是要承担

刑事责任的。

（2）具备要件不同

个人受贿罪中，行为人索取他人财物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

必要要件。

而在单位受贿罪中，无论是索取他人财物还是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均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

关于这一点，笔者难以理解，有许多学者也理解不了：为什么

在个人受贿罪中“索贿”即构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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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贿罪中“索贿”的构罪却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条件？两者

均为“受贿”犯罪，无非一个是个人犯罪，一个是单位犯罪，除此以

外应当没有别的区别，构罪的条件理应相同。但《刑法》条文关于

两个罪名的表述是不一样的：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索

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七条 【单位受贿罪】国家机关……，索

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如此，单位受贿罪的“索贿”与“收受贿赂”的适用条件一样：均

要“为他人谋取利益”。

（3）情节要求不同

个人受贿罪不以“情节严重”为要件，但单位受贿罪必须以“情

节严重”为要件，单位情节较轻的受贿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

（4）财物归属不同

个人受贿罪是个人中饱私囊，将索取或者非法收受的他人财

物归个人所有。单位受贿罪是将贿赂收归本单位占有。当然，这

里还要区别“单位受贿罪”与单位有关人员共同受贿的“个人受贿

罪”。如果一笔钱以单位的名义收进来，被单位的几个领导分掉，

这个时候，这种受贿很可能构成共同的“个人受贿罪”或“私分国有

资产罪”，而不是构成“单位受贿罪”。

（5）量刑轻重不同。

单位受贿罪情形中的自然人虽然要被判处刑罚，但相对个人

受贿罪的刑罚要轻得多：单位受贿罪中自然人如果要承担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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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般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个人受贿罪中承担刑事责

任的最高刑可以达到死刑。

立案标准

立案标准也就是法条所要求的“情节严重”，包括以下情况。

（一）单位受贿数额在 10万元以上的。

（二）单位受贿数额不满 1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2. 强行索取财物的；

3. 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罚

（一）对单位判处罚金；

（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需要说明的问题

国有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账外暗中收

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才能视为非法行为。反之，上述单

位接受折扣，在账中明列，并不能以单位受贿罪论处。

也就是说，国有单位接收他人的“回扣”也好，“手续费”也好，

“优惠”也好，要进入单位“公家”的账，要“账内明示”，以证明这是

“单位”的收入，且是“合法”的收入。

要证明是“单位的”，可能比较容易；但要证明是“合法的”，可

能就比较难，尤其当这种行为发生在“国有企业”中时。

因为国家机关履行职责为企业、公民办理事务是应当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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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营利”的目的，如果此时国家机关向相关企业或个人收受“好

处”（指除依法批准可以收费的以外），则极有可能涉嫌犯罪。

另外，国有企业在与其他企业或个人的经营交易活动中，收受

对方给予的“好处”，如果系明折明扣，进入单位公家的账户，不存

在利用“国有”的垄断优势为他人谋取优于其他竞争对象的利益，

也不造成“情节严重”的，则不构成此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罪名的演变

这个罪名，原来叫作“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也就是民间所

称的“商业受贿罪”，与国家干部犯的“受贿罪”相对应。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

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

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

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

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

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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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司、企

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刑法》的上述规定，在当时的情形下，对打击犯罪、维护秩序

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的发生不再

仅局限于公司、企业之间，也存在于其他性质的行业、系统之中。

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提出，对公司、企业以外单位的非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危害社会利益，例如发

生在医疗机构的药品、器械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数额较大的，

也应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有必要对刑法这两条规定进行修改，将

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

人员。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

四条进行了修改，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

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把非国有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包含进来。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刑法》确

定罪名补充规定，补充、修改了刑法罪名，规定包括取消“公司、企

业人员受贿罪”罪名，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内容替代。调

整后的新罪名于 2007年 11月 6日起施行。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

他人谋取利益，涉及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管

理秩序罪的一种。

本罪的特征

其构成要件基本同“受贿罪”一致，只是主体身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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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 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非国有事业单位以及其

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管理制度。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是市场

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只有保证这些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合法的

条件下运行，市场经济才能公平有序地进行。因此，有关法律就要

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进行规范，建立起一套明确的

管理制度。相关人员犯受贿罪则是对这套管理制度的直接侵犯，

从而产生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管理层的腐败，危害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的根本利益，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公平竞争的交易

秩序。

2. 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的职务

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且涉及财物数额较大。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重要因素，是指公

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

理等职权以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

受贿罪的行为人利用的往往是“国家公权力”，诸如审批、核

准、变更等；而本罪的行为人利用的职权一般表现为本公司企业的

“私权力”，或称“相对公权力”，诸如允许价格的调整、期限的变更

等，其与具有社会国家管理性质的“公权力”有所不同。

但公司有公司的利益，其对员工也有廉洁性的要求。任何单

位均不允许其员工“以权谋私”，损害公司利益而肥益自己。从另

一个角度讲，本罪的设置，也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

“索取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务上的

便利，主动向有求于行为人职务行为的请托人索要财物。“非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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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请托人办事，接受请托人主动送给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

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

实现某种利益。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均

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3. 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

人员。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是指在公司、企业中从事领导、组织、管

理工作的人员，如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

财会人员以及其他受公司、企业聘用从事管理事务的人员。“其他

单位的人员”包括非国有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教

育、科研、医疗、体育、出版等单位的从事组织领导工作以及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的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国有其他单位中从事公

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国有其他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

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的，不构

成本罪，而应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受贿罪处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

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4. 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故意利

用其职务之便接受或索取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

受贿犯罪只能是故意，不能是过失。也就说，行为人对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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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收受或索取是明知的。索取，只能是明知，不可能不明知；但

收受，有时可能表现为非明知，如：有的行贿人唯恐领导干部不肯

受贿，故意将财物夹杂在某些物件之中（如香烟、土特产等），以为

领导干部打开时能够看到贿赂物。但有些时候，清正廉明的领导

干部可能以为这些“土特产”就是一般的真正的土特产，转手赠送

他人或转卖了。这个时候，就不能认定这名领导干部是“受贿”，因

为其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行贿一事，法律上称之为“不明知”。

几种界限

1. 罪与非罪的界限

（1）量刑起点为 6万元。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

构成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必须是受贿数额较大的，不

足较大数额的按一般受贿行为处理。数额较大的具体界限，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

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

人所有，数额在 6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换句话说，在 6万元以下的，一般就不认为是犯罪。

但是，也有一个累计的问题。不是说每笔数额只要不超过 6
万元就不是犯罪。如果收受次数较多，也可以累计计算，只要累计

数额达到或超过 6万元，那么同样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数额巨大的标准为 100万元起。

（2）合法报酬受法律保护。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在法律、

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合理报酬的，不属于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因而是合法行为而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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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重点注意合法报酬与曲线受贿的界限。

（3）亲友间馈赠不是犯罪。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接受亲

朋好友的一般礼节性馈赠，而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朋好友

谋取利益的，不构成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上述（2）、（3）两点说明，区分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与合法行为的界限，关键是看行为人获得的财物是否属于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益而取得的。

（4）私收回扣可能就是犯罪。要注意区分以收受回扣、手续费

为特点的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与正当业务行为的界

限。在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中，取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规定的折扣、佣金是正当业务行为；而违反国家规定，收

受各种名义下的回扣、手续费，为个人所有的，应认定为公司、企

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2.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这主要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的界限。

两罪区分的关键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

业、其他单位人员，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

人员以及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有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中从事公

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国有其他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

业、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

上述表述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复杂。因为

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复杂，有时很难区分主体的身份，有时也很难区

分行为人以何种身份受贿，故此二罪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区分，但对

二者的正确区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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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的量刑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本罪的，刑罚分为二档：

受贿数额较大的，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受贿数额巨大的，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行贿犯罪

◉行贿罪

罪名的界定

1.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

贿罪。

2.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

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3.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

的，不是行贿。

罪名简述

1. 行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

法律对国家工作人员是有要求的，其基本的要求是清正廉洁。这

不仅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要求，也是保证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公平公正办事的要求。

2. 行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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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行为。与受贿的形式相对应，行贿也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行为

人主动给予受贿人以财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行为人意图谋取的

正当利益是否实现，均不影响行贿罪的成立；二是行为人因国家工

作人员索要而被动给予其财物。

3. 行贿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犯罪目的。行贿人行贿是有其目的的，即获取其自身所需要的

不正当利益。一般表现为“以小博大”“以少博多”，也就是以较少

数量的行贿获取较多数额的回报。

不正当利益怎么界定

行为人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是行贿罪；

行为人为了获取“正当利益”而行贿，则不是行贿罪。

不正当利益是指：

（1）非法利益，即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

章规定的利益。

这里要特别注意：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获取的，肯定属于

“非法利益”；但是，现行《刑法》将“非法利益”的范畴进行了扩展，

违反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而获取的利益，也属于非

法利益。从严格意义上讲，“国务院各部门规章”不是法律层面的，

但现在法律已经作出如此特别之规定，我们就要依法办事，遵照

执行。

（2）要求他人或者单位提供违法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所取得

的利益。

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没有具体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某个具

体规定，但其行为客观上要求他人或者单位提供违法的帮助或者

方便条件所取得的利益为不正当利益。例如，纳税人不合法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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