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检办案如何定性及量纪指南  

分为三部分讲 :  

第一部分是违纪构成  

第二部分是定性  

第三部分是量纪  

第一部分违纪构成  

第一节、违纪构成的概念  

违纪构成，即违纪行为的构成，是指党纪处分条规规定

的决定某一行为危害性及其程度并为该行为构成违纪行

为所必需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违纪构成

与违纪行为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

。违纪行为是违纪构成的基础，而违纪构成则是违纪行

为的具体化。违纪行为概念回答的问题是 :什么是违纪行

为 ,违纪行为有哪些基本特征 ,而违纪构成概念回答的问题

则是 :违纪行为是怎样构成的 ,构成违纪行为必须具备哪些

要件 ,也就是说，违纪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划分违纪行为与

非违纪行为的原则标准 ;而违纪构成则是划分违纪行为与

非违纪行为，此违纪行为与彼违纪行为的具体标准。  

从上述可见，违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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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违纪构成是党纪处分条规加以规定的。违纪构成是

违纪行为的规格和标准，它不仅表明违纪行为是怎样形

成的，而且规定构成违纪行为所必须具备的要件。某一

行为是否符合违纪构成，是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违纪行

为，进而判断行为人是否应承担纪律责任的依据。因此

，为了保护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合法权利，正确惩处违纪

行为，违纪构成必须由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制定、颁布

的党纪处分条例、规定、办法加以规定。党纪处分条规

对违纪构成要件的规定，有的比较详细，有的则比较简

单。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83条、85条比较详细地分别

规定了贪污行为和受贿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第161条只

是规定了盗窃行为的名称，没有详细地规定这种违纪行

为的构成要件。这并不是说，这种违纪行为没有确定的

构成要件，而是这种违纪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人所共知的

。  



(二 )违纪构成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任何

一个违纪构成都包含一系列要件。这些要件，按其性质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反映行为人主观方面特征的主观要

件，另一类是反映行为人客观方面特征的客观要件。违

纪构成是由这两类要件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所谓“有

机整体”，是指这些主客观要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61

条规定的诈骗行为就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主客观要件构

成的 : 1 .行为人必须是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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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能力的党员 ; 2 (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具有诈骗的故意，并

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 ; 3 (行为人在客观方面实施了

诈骗的行为’;4(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以上四

个主客观要件共同组成诈骗行为。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

件，都不构成诈骗行为。党纪处分条例分则规定的每一

种违纪行为都有自己的违纪构成。每一种违纪构成都是

一系列主客观要件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  

党纪处分条例在认定违纪行为方面坚持主观过错与危害

行为的统一性。认定一个党员的行为构成违纪行为，必

须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有危害行为，并且主观上的过

错与客观上的危害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作

为认定违纪行为规格和标准的违纪构成，也必然是主观

要件与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整体。  



(三 )违纪构成是由说明行为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事实组成

的。在现实生活中，与违纪行为有关的事实是很多的，

如违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后果，违纪

人的年龄、性别、职业、身份，等等。但是，与违纪行

为有关的事实并非都是构成违纪行为所必须具备的要件

。由于违纪行为的本质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因此，只有那些能说明行为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事实才是

构成违纪行为的要件。仍以上述诈骗行为为例。诈骗案

件发生后，会有许多与诈骗案件有关的事实，但能够说

明行为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事实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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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常只有前面提到的四个方面的事实它们都是构成

诈骗行为所必须具备的要件。在诈骗案件中，除了上述

四个方面的事实外，还有许多与诈骗案件有关的事实，

如作案人是一个中年党员，作案的时间是在8月1日上午

，作案的地点是在受害人的住处，等等。这些事实由于

不能说明行为有无危害性及其程度，所以不是构成诈骗

行为所必须具备的要件。  

二、违纪构成的要件  

根据党纪处分条例规定，任何一种违纪行为的成立都必

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  



(一 )违纪行为客体。这是用以说明违纪行为侵犯了什么

样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要件。任何违纪行为都侵犯

一定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一定的客体。比如，在

党内组织秘密集团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党的团结和统一 ;贪

污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 ;干涉他人婚姻自

由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婚姻自由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

。违纪行为的危害性就表现为对一定的客体造成或可能

造成某种危害。不侵犯任何客体的行为，是不构成违纪

行为的。因此，违纪行为客体是任何违纪行为的构成所

不可缺少的要件。  

(二 )违纪行为的客观方面。这是用以说明违纪行为客体

是通过行为人怎样的行为，在怎样的情况下受到侵害，

以及受到何种程度侵害的要件。它包括危害行为及其所

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比如，

贪污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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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其结果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被非法转移。干涉他人婚姻

自由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包办等方式干涉他人婚姻

自由的行为，其结果是剥夺了他人婚姻自由权利和人身

自由权利。  



(三 )违纪行为主体。这是用以说明实施违纪行为的党员

和党的组织的基本特征的要件。它不仅包括党员的责任

能力，而且包括党员的特殊身份。比如，有的违纪行为

如盗窃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具有责任能力的党员 ;而有的

违纪行为如失职、渎职行为的主体，不仅必须具有责任

能力，而且必须具有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党员。  



(四 )违纪行为的主观方面。这是用以说明违纪的党员和

党的组织在怎样的心理支配下实施危害行为的要件。它

包括过错 (故意和过失 )以及违纪动机、违纪目的等。每

种违纪行为的成立都必须具备故意或者过失。比如，贪

污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党

纪处分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大多数是故意违纪行为，

只有少数是过失违纪行为。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2章

规定的失职、渎职类行为，多数是由过失构成的违纪行

为。故意违纪行为中有的还要求具有特定的违纪目的。

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60条规定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行为，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对于这些违

纪行为来说，特定的违纪目的也是主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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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可缺少的要件。行为人如果在客观方面造成了危害

结果，但在主观方面既无故意，又无过失，则不构成违

纪行为。  

三、违纪构成的分类  

党纪处分条例规定的违纪构成，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

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 )普通的违纪构成和派生的违纪构成  



以违纪构成中行为的危害程度为标准，可以分为普通的

违纪构成和派生的违纪构成。普通的违纪构成，是指党

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对具有通常害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

违纪构成。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49条规定 :“弄虚作

假，骗取荣誉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该条文共三句话，第一句话所规

定的违纪构成就是骗取荣誉行为的普通的违纪构成。派

生的违纪构成，是在普通的违纪构成的基础上加重处分

或者减轻处分的违纪构成，它包括加重的违纪构成和减

轻的违纪构成。加重的违纪构成，是指由于违纪行为情

节严重，行为的危害性因而增大，党纪处分条例相应地

规定加重处分的违纪构成。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49

条的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规定的情节较重和情节严重的

情形，就是骗取荣誉行为的加重的违纪构成。减轻的违

纪构成，是指违纪行为的情节较轻，行为的危害性因而

减小，党纪处分条例相应地规定减轻处分的违纪构成。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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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党纪处分条例第71条第二款规定 :“故意为他人脱离

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较轻并认真检讨的，可以免予处分

。”该款前半部分规定的故意为出走人员提供方便条件

行为的违纪构成，是该违纪行为的普通的违纪构成 ;而后

半部分规定的情节较轻并认真检讨的情形，就是该违纪

行为的减轻的违纪构成。从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来看，有

些条文仅仅规定了普通的违纪构成，如党纪处分条例第5

4条规定的叛逃行为，第65条规定的拒不执行组织分配

、调动、交流决定行为，第173条规定的偷越国 (边 )境行

为。有些条文同时规定了普通的违纪构成和加重的违纪

构成，如党纪处分条例第63条规定的在党内搞非组织活

动行为。有些条文同时规定了普通的违纪构成和减轻的

违纪构成，如党纪处分条例第71条第二款规定的故意为

出走人员提供方便条件行为。  

(二 )简单的违纪构成和复杂的违纪构成  

以违纪构成内部的结构状况为标准，可以分为简单的违

纪构成和复杂的违纪构成。  

简单的违纪构成，是指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规定的违

纪构成的诸要件均属单二的违纪构成，即由单一的客体

、单一的行为、单一的过错形式所成立的违纪构成。比

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50条规定的通奸行为的违纪构成



就是简单的违纪构成。通奸行为侵犯的是单一客体 :一夫

一妻制的婚姻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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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方面是单一的行为 :通奸 ;主观方面是单一的过错形式

:故意。  



复杂的违纪构成，是指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规定的违

纪构成的诸要件是可供选择或者互相重叠的违纪构成。

因此，它又可以分为重叠的违纪构成和选择的违纪构成

。  

1 (重叠的违纪构成，是指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规定的

有重叠的构成要件的违纪构成。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

61条规定的敲诈勒索行为，具有威胁 (或者要挟 )和勒索

两种行为，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两种行为，才能构成敲诈

勒索行为。根据党纪处分条例分则的规定，重叠的违纪

构成的情况除上述两个行为的重叠外，还有两个客体的

重叠、两个主体的重叠等。  

2 (选择的违纪构成，是指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规定有

供选择的构成要件的违纪构成。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

规定了几个供选择的要件，只要具备其中一个要件，就

构成违纪行为。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57条规定 :“制

作、复制、出售、出租、传播淫秽影视书画或者其他淫

秽物品”，其中“制作”“复制”“出售”“出租”“

传播”就是供选择的要件，具备其中一种行为的，即可

构成该种违纪行为。根据党纪处分条例分则的规定，选

择的违纪构成的情况除上述的不同行为的选择外，还有

不同违纪对象的选择、不同的主体的选择、不同的方法

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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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述的违纪构成和空白的违纪构成  

以党纪处分条例对违纪构成的表述情况为标准，可以分

为叙述的违纪构成和空白的违纪构成。叙述的违纪构成

，是指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对违纪构成要件予以叙述

的违纪构成。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94条规定 :“党和国

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

，或者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该条文

详细描述了挪用公款行为的构成要件。  

空白的违纪构成，是指党纪处分条例分则条文对违纪构

成要件没有具体描述，而是指出需要援引其他法律、法

规来说明违纪构成。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22条规定 :

“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对主

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该条文并未描述违

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行为的构成要件。要了解该违纪行

为的构成要件，必须了解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

、法规的规定。  

第二节  违纪行为客体  

一、违纪行为客体的概念  



违纪行为客体，是指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被违纪行

为所侵犯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从上述定义可见，违

纪行为

9 

客体具有以三个特征 :  

(一 )违纪行为客体是一种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党内关

系，是指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规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之

间、党的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之间、党的地方组织与中

央组织之间以及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是

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物质关系 (经济基础 )和思想关

系 (上层建筑 )。党和国家运用法律和纪律手段维护党内

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违纪行为采取各种手段侵犯这种或

那种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因此，无论是党内关系还是

社会关系，都可能受到违纪行为的侵犯而成为违纪行为

的客体。‘ 



(二 )违纪行为客体是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党内关系和

社会关系。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到党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

关系、文化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道德关系，等

等。但是，作为违纪行为客体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

不是一般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同志关系、同事关

系、师生关系、邻居关系 ;而是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党

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即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

那一部分，如国家的安全、党的团结统一、党员和公民

的权利、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等等。  

(三 )违纪行为客体是被违纪行为所侵犯的党内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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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

，都是客观存在的，当它没有被违纪行为侵犯时，还不

是违纪行为客体 ;而只有当它被违纪行为侵犯时才能成为

违纪行为客体。比如，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

的所有权，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

被违纪行为所侵犯，就不能说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违纪

行为的客体。因此，违纪行为客体不仅必须是党纪处分

条规所保护的，而且必须是被违纪行为所侵犯的党内关

系和社会关系。  

二、违纪行为客体的种类  



根据违纪行为侵犯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大小的不

同，可以把违纪行为客体划分为三种 :直接客体、同类客

体和一般客体。这三种客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

而是个别、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一 )违纪行为的直接客体  



违纪行为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种具体的违纪行为所直

接侵犯的某个具体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就是党纪

处分条规所保护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某个具体部分

。违纪行为都是具体的，某种具体的违纪行为只可能侵

害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某个具体部分。比如，在党内

组织秘密集团行为侵害的是党的团结和统一 ;贪污行为侵

害的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 ;侮辱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人格

、名誉权。这些被侵害的具体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

就是违纪行为的直接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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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客体是决定具体违纪行为性质的最重要的因素。一

种行为之所以被定为这种违纪行为或那科违纪行为，主

要是由违纪行为的直接客体决定的。比如，同样是非法

占有非自己所有的财物，有的定为贪污，有的定为盗窃

，原因就在于各自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前者的直接客

体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而后者的直接客体是公私财物

的所有权。因此，不了解违纪行为的直接客体，就无法

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违纪行为的性质主要由其直接客

体决定，但并非所有违纪行为的界限都是由直接客体区

分的。比如，盗窃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是由

其直接客体，而是由其行为方式区分的。两者侵犯的直

接客体是相同的，都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但两者的行为

方式不同，盗窃行为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方法，而诈骗

行为采取的是欺骗的方法。  

在通常情况下，一种违纪行为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只有一

个，但在某些情况下，一种违纪行为所侵犯的直接客体

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因此，根据违纪行为所侵犯的直

接客体的数量的不同，又可将直接客体分为两种 :简单客

体和复杂客体。  

简单客体又称单一客体，是指一种违纪行为只侵犯了一

个直接客体。党纪处分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多数是只侵

犯一个直接客体的违纪行为。比如，诈骗行为只侵犯了



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走私行为只侵犯了国家对外贸易管理

制度 ;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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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行为只侵犯了国家财务管理制度，等等。  



复杂客体又称复合客体，是指一种违纪行为同时侵犯了

两个以上的直接客体。比如，诬告陷害行为就同时侵犯

了两个直接客体 :一个是党员、公民的人身权利，另一个

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拒不纠正冤假错案行为也

同时侵犯了两个直接客体 :一个是党和国家对待冤假错案

的方针政策，另一个是被错误处理党员的合法权利。在

复杂客体中，两个直接客体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其

中一个是主要客体，另一个是次要客体。比如，诬告陷

害行为也同时侵犯两个直接客体 :一个是党员和公民的人

身权利，另一个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前者是主

要客体，后者是次要客体。党纪处分条例之所以把诬告

陷害行为列入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类行为，正是根

据它的主要客体确定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主要客体

决定违纪行为性质，而次要客体对违纪行为性质没有决

定作用。违纪行为的性质是由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共同

决定的。比如，敲诈勒索行为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

物的所有权，次要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如果某种行

为只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而没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权

，就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  

(二 )违纪行为的同类客体  

违纪行为的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违纪行为所共同侵犯

的客体，也就是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党内关系或社会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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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一个方面。各种违纪行为所侵犯的

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性质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有些违纪

行为的客体内容又有相同之处，所以，可以根据某些客

体内容的共同性将违纪行为客体归纳成若干大类。同类

客体就是以直接客体为基础归纳出来的，它所揭示的是

某一类违纪行为所侵犯的直接客体中的共性。比如，侵

犯批评权、检举权、控告权行为的直接客体是党员、公

民的批评、检举、控告权利 ;侵犯通信自由行为的直接客

体是党员、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 ;侮辱行为

的直接客体是党员、公民的人格、名誉权。这些直接客

体的共性，就是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党纪处分条例就是

根据违纪行为的直接客体的共性，将所有违纪行为分为

以下十大类 :  

1 (违反政治纪律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党在政治上的高

度统一 ;  

2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组织、人

事工作方面的原则、规定和制度 ;  

3 (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廉洁自律制

度 ;  

4 (贪污贿赂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

务行为的廉洁性 ;  



5(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社会主

义经济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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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违反财经纪律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国家的财经管

理制度 ;  



7(失职、渎职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党和国家机关、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 ;  

8 (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党员

、公民的合法权利 ;  

9 (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社会主

义道德规范 ;  

10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行为，其同类客体是社会管理秩

序。  

(三 )违纪行为的一般客体  

违纪行为的一般客体，是指一切违纪行为所共同侵犯的

客体，也就是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

系的整体。违纪行为的一般客体所揭示的是一切违纪行

为的共性。任何违纪行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和在不同程

度上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构成危害，即对党内关系

和社会关系的整体构成危害。这就是一切违纪行为的共

同本质。  

三、违纪行为对象  

(一 )违纪行为对象的概念  



违纪行为对象，是指被违纪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体现客

体的具体物和具体人。从上述定义可见，违纪行为对象

有以下三个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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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违纪行为对象是具体的物和人。具体的物包括有形物

和无形物。具体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单位。  

2 (违纪行为对象体现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党内关系和

社会关系。具体的物是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

，具体的人是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主体。  

3 (违纪行为对象是被违纪行为直接侵害的。作为党内关

系和社会关系物质表现的物和主体的人是客体存在的，

只有被违纪行为侵害时，才成为违纪行为对象。  

(二 )违纪行为对象与违纪行为客体的关系  



违纪行为对象与违纪行为客体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的概念。如上所述，违纪行为客体是指党纪处分条规

所保护而被违纪行为所侵害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而

违纪行为对象则是指被违纪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体现客

体的具体物和具体人。违纪者的行为就是通过违纪行为

对象来侵害违纪行为客体的。比如，党员甲盗走了党员

乙人民币3000元。在这里，党员甲的盗窃行为所侵犯的

客体是党员乙对人民币3000元的财产所有权，而盗窃行

为对象则是被盗走的人民币3000元，即党员乙的财产所

有权的物质表现。又比如，党员丙诽谤了党员丁。在这

里，党员丙的诽谤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党员丁的人格、

名誉权，而诽谤行为的对象则是党员丁本人，即被侵犯

的人格、名誉权的主体。如果只看到违纪行为直接侵犯

的具体物和具体人，而看不到其背后所体现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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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内关系或社会关系，就不可能正确地认定行为性质

。违纪行为客体与违纪行为对象不仅有一定的联系，而

且有原则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在决定违纪行为性质上的区别。违纪行为客体决定违

纪行为的性质，而违纪行为对象不决定违纪行为的性质

。当分析某一案件时，单看违纪行为对象是分不清违纪

行为的性质的 ;只有通过违纪行为对象所体现的客体，才

能确定某种行为构成什么性质的违纪行为。比如，同样



是盗窃工厂的设备，如果这台设备是仓库中备用的设备

，那么犯的是盗窃行为 ;如果是生产中使用的设备，那么

犯的是破坏生产的行为。这是因为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

。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而后者侵犯的

客体是企业的生产管理秩序。  



2(在是否属于违纪构成上的区别。违纪行为客体是一切

违纪行为都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而违纪行为对象只是

某些违纪行为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比如，贪污行为的

对象必须是公共财物，如果不是公共财物，就不构成贪

污行为。但是，党纪处分条例规定的大部分违纪行为对

违纪行为对象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盗窃行为不要求

盗窃的财物是公共财物还是私人财物，只要盗窃了他人

财物，就构成了盗窃行为。还有一些违纪行为很难说有

什么违纪行为对象。比如，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行为、

叛逃行为、出走行为等就没有违纪行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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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损害表现形式上的区别。任何违纪行为都会使违纪

行为客体受到损害，而违纪行为对象则不一定受到损害

。比如，党员甲的自行车被盗，违纪行为客体即党员甲

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受到了侵犯，但违纪行为对象即自行

车并不一定受到损害，盗窃人总是把偷来的自行车保护

好，销赃时才能卖个好价钱。  

综上所述，区分违纪行为客体和对象，不仅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正确定性有重要作

用。  

四、违纪行为客体在党纪处分条例中的表现形式  



违纪行为客体是违纪构成的首要条件。因此，党纪处分

条例通过各种形式对其作出规定。党纪处分条例对违纪

行为客体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  



(一 )直接规定了违纪行为的客体。比如，党纪处分条例

第46条规定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

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

、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该条文直接规定了

该违纪行为的客体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又比如

，党纪处分条例第142条规定 :“侵犯党员或者公民的选

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该条文直接规定了该违纪行为的客体

是党员或者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  

(二 )规定了违纪行为客体的物质表现。比如，党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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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161条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而公私财物

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物质表现。  

(三 )规定了违纪行为侵害的具体的人。比如，党纪处分

条例第152条第二款规定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较重或者

遗弃家庭成员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这种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合

法权利，而家庭成员是这种合法权利的主体。  



(四 )未明确规定违纪行为的客体。党纪处分条例分则的

大部分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违纪行为的客体。这是因为根

据违纪行为归人的类别就可以知道该违纪行为所侵犯的

客体。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62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

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该条文虽未对赌博行为侵犯的客体作出明确规定，但从

该违纪行为所列入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行为就可以知

道，赌博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  

第三节违纪行为客观方面  

一、违纪行为客观方面的概念  

违纪行为客观方面，是指党纪处分条规规定的，说明侵

害某种客体的各种客观事实。从上述定义可见，违纪行

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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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方面有以下特征 :  



(一 )违纪行为客观方面是党纪处分条规规定的。党纪处

分条规对违纪行为的客观方面一般都作出具体的规定。

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54条规定 :“在国 (境 )外、外国驻

华使 (领 )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违法后逃往国 (境 )外

、外国驻华使 (领 )馆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上述条

文对叛逃行为的客观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有些违纪行

为是众所周知的，党纪处分条规便没有具体规定其客观

方面。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161条规定 :“盗窃公私财

物的”，该条文对盗窃行为的客观方面未作具体规定，

因为盗窃行为的客观方面 (秘密窃取 )是众所周知的。由

于违纪行为的客观方面是党纪处分条规明文规定的，因

此，必须严格依照党纪处分条规的规定，确定其具体内

容。  

(二 )违纪行为客观方面是客观事实。一切违纪行为是由

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有机组成的。违纪行为的客观方面

是行为人主观心理的外在表现，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

果以及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手段 )等各种客观事实

。其中 :危害行为是一切违纪行为构成所必须具备的要件 ;

危害结果是多数违纪行为构成所必须具备的要件 ;特定的

时间、地点和方法是某些违纪行为构成所必须具备的要

件。  



(三 )违纪行为客观方面是说明侵害某种客体的客观事实

，即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过什么样的行为使客体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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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侵害。比如，党纪处分条例第83条规定 :“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从上述条文的规定

可见，贪污行为是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使客体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受

到侵害。不能说明侵害客体的客观事实，就不属于违纪

行为的客观方面。  

二、危害行为  

(一 )危害行为的概念  

危害行为，是指在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危害

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受纪律处分处罚的行为。从

上述定义可见，危害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  

1、危害行为是在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如果不

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危害行

为。这种不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行为主要有 :  (  

(1 )在睡梦中或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实施的行为。这样的行

为即使损害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于不是行为人

意识和意志的表现，不能认定为危害行为。  

(2 )在不可抗力作用下实施的行为。比如，消防人员在执

行救火任务中，因唯一通道上的桥梁被大水冲掉，未能



及时赶到对岸的工厂救火，因而造成严重损失。这里，

消防人员未履行救火职责的行为，就是由于不可抗力造

成的，是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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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愿的，因而不能认为是危害行为。  

(3 )人的身体受到强制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比如，某仓库

保管员在数名抢劫犯突然袭击下，被捆绑起来并堵住了

嘴，保管员由于身体被强制，无法与抢劫犯搏斗，也无

法报警，以致被抢走大量物资。他的这一行为不是其意

识和意志的表现，因此不构成危害行为。但是，如果该

仓库保管员在抢劫犯的暴力或其他方式威胁下按照抢劫

犯的要求打开重要物资仓库，致使大量重要物资被抢，

那么仓库保管员的行为就构成危害行为，因为这时他的

意志还是自由的，打开重要物资仓库的行为是其意志的

表现。  

2 (危害行为是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这包含

两层意思 :第一，危害行为是行为，只有违纪的意图，而

没有变成行动，就不可能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构成

危害，也就不构成危害行为。第二，危害行为不是一般

的行为，而是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3 (危害行为是按照党纪处分条规规定应受党纪处分处罚

的行为。危害行为，不仅具有危害性，而且具有应受处

罚性。因此，判断一种行为是不是危害行为，不仅要看

其在客观上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无危害，而且要

看这种行为是不是为党纪处分条规所禁止，按照党纪处

分条规规定是否应受党纪处分处罚的行为。  



(二 )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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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要有 :  (  

(1 )在睡梦中或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实施的行为。这样的行

为即使损害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于不是行为人

意识和意志的表现，不能认定为危害行为。  

(2 )在不可抗力作用下实施的行为。比如，消防人员在执

行救火任务中，因唯一通道上的桥梁被大水冲掉，未能

及时赶到对岸的工厂救火，因而造成严重损失。这里，

消防人员未履行救火职责的行为，就是由于不可抗力造

成的，是违背其意愿的，因而不能认为是危害行为。  

(3 )人的身体受到强制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比如，某仓库

保管员在数名抢劫犯突然袭击下，被捆绑起来并堵住了

嘴，保管员由于身体被强制，无法与抢劫犯搏斗，也无

法报警，以致被抢走大量物资。他的这一行为不是其意

识和意志的表现，因此不构成危害行为。但是，如果该

仓库保管员在抢劫犯的暴力或其他方式威胁下按照抢劫

犯的要求打开重要物资仓库，致使大量重要物资被抢，

那么仓库保管员的行为就构成危害行为，因为这时他的

意志还是自由的，打开重要物资仓库的行为是其意志的

表现。  



2(危害行为是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这包含

两层意思 :第一，危害行为是行为，只有违纪的意图，而

没有变成行动，就不可能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构成

危害，也就不构成危害行为。第二、危害行为不是一般

的行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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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3 (危害行为是按照党纪处分条规规定应受党纪处分处罚

的行为。危害行为，不仅具有危害性，而且具有应受处

罚性。因此，判断一种行为是不是危害行为，不仅要看

其在客观上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无危害，而且要

看这种行为是不是为党纪处分条规所禁止，按照党纪处

分条规规定是否应受党纪处分处罚的行为。  

(二 )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  

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尽管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不外

两种基本形式 :作为和不作为。  

1 (作为  



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实施党纪处分条规所禁

止的行为。换句话说，作为就是不应当做而偏偏去做的

那种行为。绝大多数危害行为都是用作为的形式来实施

的。比如，贪污、盗窃、走私等危害行为都是以作为的

形式表现出来的。  

2 (不作为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

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换句话说，不作为是应当做而且

能够做而偏偏不去做的行为。构成不作为违纪行为必须

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  

(1 )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这是构成不作为违

纪行为的前提条件。特定义务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一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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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义务。比如，党章

第3条规定 :“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

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这是

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婚姻法》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

养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二是职务或职业要求

的义务。比如，领导干部有正确履行自己职责的义务，

出纳员有管好现金的义务，值班医生有救护病人的义务

，等等。三是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比如，成年人带领

未成年人去游泳的行为，导致成年人负有保护未成年人



游泳安全的义务。汽车司机交通肇事撞伤了人，他有立

即护送受伤人去医院抢救的义务。  



(2 )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的义务。如果行为人虽有某种特

定的义务，但由于某种原因不具备履行该项义务的实际

可能，不构成不作为违纪行为。比如，父母子女之间确

无抚养或赡养能力而未履行抚养或赡养义务的，不能认

定为违纪行为。从党纪处分条规规定的违纪行为看，大

多数违纪行为只能由作为构成，如贪污、盗窃、走私等

行为。有些违纪行为只能由不作为构成，如遗弃家庭成

员行为等。有些违纪行为既可以由作为形式构成，也可

以由不作为形式构成。比如，虐待家庭成员行为，既可

以用打骂、禁闭等作为形式进行虐待，也可以用不给吃

饭、不给治病等不作为形式进行虐待。  

三、危害结果  

(一 )危害结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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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客体造成的损害事实。从上

述定义可见，危害结果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  

l .危害结果必须是危害行为造成的结果 ;不是危害行为造

成的结果，不能认为是危害结果。  

2 (危害结果必须是危害行为对客体造成的损害事实 ;不是

对客体造成的损害事实，即使是危害行为造成的，也不

能认为是危害结果。  



(二 )危害结果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危害结果分为以下几种 :  

1 (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  

这是根据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的联系形式所作的分类。

直接结果，是指危害行为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它与危

害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间接结果，是指危害

行为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它与危害行为之间没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直接结果连带引起的其他危害结

果。比如，某工厂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毁坏了一台价值5

0万元的关键设备，由于这台关键设备的损坏，工厂被迫

停产10天，损失产值100万元。这里，50万元的设备价

款是直接结果，而100万元的产值是间接结果。这种分

类的意义在于，前者对定性、量纪都有作用，而后者主

要对量纪有作用。  

2 .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  

这是根据危害结果的形态所作的分类。物质性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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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危害行为引起对象的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这种危

害结果是有形的，可以具体确定和计算的结果。比如，

经济损失、人员伤亡，都是物质性结果。非物质性结果

，是指危害行为引起对象的非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

这种危害结果是无形的，难以具体确定和计算的结果。

比如，对被害人的人格、名誉的损害，对党和国家机关

正常秩序的破坏等，就是非物质性结果。这种分类的意

义在于查处违纪案件时既要注重物质性结果，又不能忽

视非物质性结果，不可偏废。  

3 (构成要件的结果与非构成要件的结果  

这是根据危害结果是否属于违纪行为构成要件所作的分

类。构成要件的结果，是指构成某一违纪行为所必须具

备的危害结果。这种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和轻重大小决定

违纪行为的构成。如果没有发生这种结果或者结果没有

达到一定程度，就不构成违纪行为。比如，党纪处分条

例第133条规定 :“在安全工作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

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

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这里的“较大损失”，就是构

成要件的危害结果。造成了“较大损失”，才构成安全

工作失职、渎职行为 ;未造成“较大损失”，则不构成安

全工作失职、渎职行为。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所

有过失违纪行为都以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

而多数故意违纪行为则不以发生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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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构成要件的结果，是指不是构成违纪行为所必须具备

的危害结果。这种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和轻重大小并不影

响违纪行为的构成，但对量纪的轻重有一定影响。比如

，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150条规定，通奸行为的构成并

不要求发生致他人家庭破裂的结果，即使通奸行为导致

他人家庭破裂，该结果也不属于通奸行为的构成要件 ;但

由于发生该结果的通奸行为比未发生该结果的通奸行为

的危害性大，敬处分要加重。根据该条文规定，对未发

生该结果的通奸行为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而对

发生该结果的通奸行为要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

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这种分类有利于正确认识危害结果

在不同违纪构成中的地位  

和作用，从而有助于正确地进行定性量纪。  

(三 )党纪处分条例对危害结果的规定  

党纪处分条例对危害结果的规定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  

1 (有些违纪行为以对直接客体造成特定的危害结果作为

构成既遂的要件。比如，盗窃、诈骗行为以非法占有公

私财物作为既遂的要件。如果实施了上述行为，而未造

成公私财物被非法占有的，构成上述违纪行为的未遂。  

2 (有些违纪行为以危害结果的大小作为违纪构成的要件

。比如，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131条规定，在决定基本

建设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投产工作中造成重大失



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

的，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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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工作失职、渎职行为 ;如果未造成较大损失的，

则不构成该违纪行为。  

3 (有些违纪行为以有发生某种严重后果的危险作为违纪

构成的要件。比如，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138条规定，

丢失秘密文件资料的，对所丢失的秘密文件资料即使没

有发现或不能断定造成了损失，但只要有造成这种损失

危险的，即应定为过失泄露党和国家秘密行为。  

4 (有的违纪行为只要实施了党纪处分条规规定的行为，

就可以定性量纪，不要求一定产生某种危害结果。比如

，党纪处分条例第46条规定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

，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

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

就是说，只要公开发表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公

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不论造成

何种危害结果，就可以根据其行为定性量纪。  

由上述可见，危害结果的有无和轻重，对定性有重要的

意义。因此，在办案实践中，一定要注意查明危害结果

。  

四、违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手段 )  



为了正确地认定被调查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纪行为，除

了必须查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外，还应查明违纪的时

间、地点和方法 (手段 )。这些条件，在一般情况下，不

是构成违纪行为的要件。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即党纪处

分条规明文

29 

规定某种违纪行为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时，它们就成了构

成某种违纪行为的要件。  

(一 )违纪时间  

任何违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实施的，但是，违纪时

间并非都是构成违纪行为的要件。比如，以受贿为例，

不论受贿的时间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不影响受贿行为

的成立。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当党纪处分条规明文

规定了违纪时间时，违纪时间就成了构成违纪行为的要

件。比如，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67条规定，在考试、录

取工作中，有泄露试题、考场作弊、涂改考卷等弄虚作

假行为的，必须是上述行为分别发生在考试进行前、考

试进行中和考试结束后分数公布前。否则，就不构成上

述违纪行为。  

(二 )违纪地点  



对于绝大多数违纪行为来说，违纪地点不是构成违纪行

为的要件。比如，行贿的地点是在受贿人的办公室还是

住处，都不影响行贿行为的成立。但是，当党纪处分条

例规定以特定的地点为构成要件时，违纪地点就成了构

成某种违纪行为的要件。比如，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69

条规定，构成擅自延长在国外、境外期限或者擅自变更

路线的行为，必须是以在国外、境外为构成违纪行为的

要件。如果上述行为不是发生在国外、境外，则不构成

上述违纪行为。  

(三 )违纪方法 (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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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方法 (手段 )也只有在党纪处分条规明文规定违纪方

法 (手段 )时，才构成违纪行为的要件。比如，党纪处分

条例第161条规定的敲诈勒索行为，只有采取威胁或者

要挟的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才能构成敲诈勒索行

为。从上述可见，查明违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手段 )

，对正确定性也有重要作用。  

第四节违纪行为主体  

一、违纪行为主体的概念  

违纪行为主体，是指具有责任能力，实施了危害行为，

按照党纪处分条规规定应负党纪责任的中国共产党的党



员和党组织。从上述定义可见，违纪行为主体有以下三

个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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