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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拐卖妇女、儿童罪 

杨晓杰

    ------------------------------------ 

    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

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这明显是为"拐卖妇女、儿童"这种行为下的定义。我们应该界定"拐卖妇女、

儿童罪"的内涵，很明显这是一个罪名，而不是一个行为。由于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

格尊严，在客观实施的行为一般比较残酷，其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在立法上该罪也是比较严厉的罪名之

一。其最低刑罚是5年有期徒刑，最高已经达到死刑并且没收财产，这样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法目的。 

    关键词：贩卖性别意识 首启行为 

    ------------------------------------ 

    一，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概念：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对贩卖及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所

触犯的刑法罪名。 

    首先，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

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这明显是为"拐卖妇女、儿童"这种行为下的定义。我们应该界定"拐

卖妇女、儿童罪"的内涵，很明显这是一个罪名，而不是一个行为。所谓罪名是指犯罪的名称，是通过对

犯罪的的本质特征高度概括而拟订的名称。名称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名词，即使该名词本身就是指代的一种

行为，只要它作为一个名词使用就依然是一个名称，所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作为一个罪名一定不会是一种行

为。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罪名是行为，都当然的认为"…罪是指…的行为"，这是对汉语的一种误用，属

于语法的错误。所以笔者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应该如下定义：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对贩卖及以出卖为目

的，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罪名。  

    其次，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罪的客观行为为如下：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

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乍看起来该定义好象比较具体全面，其实不然，反而是显得该定义有些

繁杂。就"贩卖"而言，我们知道贩卖就是希望通过交易而从中获利的一种行为，可见贩卖一定是以出卖为

目的的，而在该定义前半句中又着重指出该罪以出卖为目的，是否显得累赘呢？事实上在我国学者中早已

经存在这种提法：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收买、接送、中转妇女、儿童或贩卖妇女、儿童的行为①。虽然

该观点没有将绑架列为客观行为之一，但起码他们已经意识到"贩卖"与"以出卖为目的" 的冲突，但是由

于立法者为了追求简练，忽视了正确使用语法，这的确是个遗憾。  

    最后，有些学者认为该罪应该这样定义：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

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或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②。笔者认为该定义出前述

问题以外还有些不妥，即"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也属于赘述。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了绑架罪的行为已经包括了"偷盗婴幼儿的行为"，那么在该罪中绑架的行为就应该包括偷盗婴幼儿的行

为，所以这不利于我国立法技术的提高。 

    二，本罪的法律特征如下： 

    （一）本罪的客体是人身权利不被买卖的的权利。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该罪的客体应该是妇女、儿童的

人身权利、人格尊严③，妇女是国家的主人，儿童是国家的花朵，本罪是对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特殊

保护。 "人身权利不被买卖"本身就是保护人身权利、维护人格尊严，所以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更具体。

本罪是对象选择性的罪名，其对象可以是妇女，也可以儿童，还可以既有妇女也有儿童。妇女是指已满14

周岁的中国妇女、外国妇女以及无国籍的妇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提高，变性人的地位也越来越引起人

们的质疑，但是在我国立法中却尚未得到重视。泰国是一个变性人比较多的国家（但是主要是男性变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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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俗称"人妖"），由于该国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实际地位不能得到平等对待，所以变形人也越来越多，

为了规范各种活动中关于性别的区分，他们规定"人妖"属于男性。但是我国的并没有相应的立法，但是笔

者认为，由于该罪保护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对于变性人来说其人身权利上的精神方面的

权利应该随其"性别意识"改变而改变，所以立法也应该保护其意识中的权益，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护其精

神方面的权利，进而使其人身权利得到保障。 

    另外，本罪成立不以被拐卖是否同意为要件，而是以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行为决定的。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贩卖、拐骗、绑架、收买、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的

行为。所谓贩卖，是指行为人将妇女、儿童出卖给第三人的行为；拐骗，是指行为人以利诱、欺骗等非暴

力手段使妇女、儿童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并为自己所控制的行为。拐骗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是在车站、广

场、人才交流市场等公共场所用谎言骗取信任；可以是花言巧语以帮助介绍对象、安置工作等诱骗妇女随

自己离家出走；也可以是以帮助引路、给零食等方法，将儿童拐走。所谓绑架，是指以暴力、胁迫、麻醉

等方法将被害人劫离原地和把持控制被害人的行为，包括偷盗婴幼儿。所谓收买，是指为了再转手出卖而

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手中买来被拐骗妇女、儿童的行为；接送、中转，是指在拐卖妇女、儿童的

共同犯罪中，进行接应、藏匿、转送、接转被拐骗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贩卖、拐骗、绑架、收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拐

卖妇女、儿童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以上行为中的两种或其以上的犯罪行为时，不认为是数罪，即不数罪

并罚。在六种行为方式中，拐骗和贩卖是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客观表现。 

    （三）本罪的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即年满14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而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出卖的目的，应当

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出卖都是为了营利，故不可当然的把出卖认定为营利。只要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实施

了贩卖、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被拐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至于是

否卖出，即犯罪目的是否实现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是，如果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并不是以出卖为目的，

不构成本罪。 

    三，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本罪成立的前提无论是哪种行为只有为了"出卖"才能构成该罪，如果不以出

卖为目的则不能构成此罪，但是明知行为人以出卖妇女儿童为目的而帮助其实施以上行为的也认为构成该

罪。但是要区分为介绍婚姻而收取介绍费或索取彩礼的行为，两者虽然都可能实施了交易性的行为，但是

后者不是为了出卖妇女，故一般不构成拐卖妇女罪。另外司法实践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拐而不卖""雇人

拐骗"，比如，行为人为了自己能尽早找到配偶而实施拐骗妇女的行为，或雇人拐骗妇女的行为，虽然也

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但是由于其未出卖，故与拐卖妇女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应当根据刑

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即遂与未遂的区别，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第一种观点认为：该

犯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定义中任何一种行为均构成该罪④；但是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此罪的主观目的

是"出卖"，故只有达到目的才可以认为即遂⑤。笔者认为，该犯罪的客体为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人格尊

严，该权利是人权中应该规定的基本内容，侵犯该权利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妇女儿童人身权利，而且侵犯了

社会对人权的保护的有关规定，不仅危害妇女儿童本人的人身权利，而且侵犯了国家社会的良好秩序，所

以"以出卖为目的"本身已经构成了本罪的罪恶前提，只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以上行为之一，即具有巨大的

社会危害性，即构成该罪。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拐卖、绑架、收买这三种行为是实施犯罪的首启行为，所谓

首启行为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需要实施一系列的行为时，第一个行为的实现是实施其它行为的必要条

件，那么第一个行为就是首启行为。如果在该犯罪活动中这三种行为都没有实现，那么就不会有因侵犯该

罪客体而造成的相应的社会危害发生，所以即使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的行为，如果没有得逞那么我们

认为也应该认定该最大未遂，而不可一概而论。 

    （三）本罪与拐骗儿童罪的区别，所谓拐骗是指采用威胁，欺骗或利诱等不法手段弄走儿童，使之脱

离家庭或监护人。该罪的行为动机一般是为自己或他人收养或役使儿童。由此可见，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拐

骗儿童罪应该由以下区别：1.客体不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体是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不被买卖的权利，

而拐骗儿童罪的客体儿童的人身权利不被侵犯。2.客观方面不同：前者要求只有以出卖为目的而实施以上

行为之一的才能构成此罪，而后者却要求比较狭隘，只有行为人用威胁，欺骗或利诱等不法手段使儿童脱

离家庭或其监护人材成立该罪。有些学者怀疑如果儿童不是在其家庭中或监护人手中被拐骗的，而是在学

校或托儿所或老师手中被骗走的，将无法定性⑥。笔者以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认为当儿童在学校或托儿所时是家庭与学校或托儿所订立的委托合同，其结果应当直接归于

家庭，即认为当儿童在学校或托儿所时也在监护人的控制之下。故我们可以认为不管儿童是在何时何地被

拐骗脱离其监护人的都可以认为成立该罪。3.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同：前者要求犯罪嫌疑人主观为了在贩

卖，拐骗，收买，绑架，接受，中转等行为中获利的目的（即使不得利，只要为出卖目的即可），而后者

则重根本上排除了出卖这种行为动机。 

    （四）本罪与诈骗罪的区别：这里所谓的诈骗罪主要是指俗称"放飞鸽"（也称"放白鸽""放鹰"）的行

为。比如，某甲与某乙共谋，甲做红娘，乙做新娘，由甲将乙介绍给某地丙，甲乘机向丙索要财物，得到

财物后甲走人。几天以后，乙也乘机逃跑，而并最终落空这种情况理所当然的应该认定为诈骗。但是如果



乙请甲为之介绍婆家至丙，甲乘机向丙索要财物，后乙不堪丙虐待就私自逃跑，一般认为这种行为不以犯

罪论，应该由私法调整。 

    四，刑罚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

的。 

    由该条规定可以知道，该罪涉及的刑罚除了主刑都附有罚金的附加刑，而且该罪最低刑期为五年，可

见违犯该罪比一般的罪要严重。另外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如何理解"情节特别严重"，在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特别严重是指刑法240条第一

款所罗列的8项情况中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例如，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的特别严重的情节法律上没有

明确规定，根据司法实践我们可以认定为三个以上就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这种观点主要参照1992年最

高人民法院何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的规定精神⑦。另一种认为是指刑法第240条第一款规定的8种情形

中，存在了不止一种的情况，有可能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有人符合两种情形，有人符合三种情形。笔者认为

参照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精神，固然要包括第一种认为情形，但是却不能少了

第二种认为情形的描述，因为在司法实践中仅仅利用第一种认为的情形显然是不够的，缺少了第二种认为

情形补充，将会使立法出现漏洞，司法工作难以进行。另外还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犯

罪的首要分子的特别严重情节该如何定性呢？很显然《解释》遗漏了问题。 

    （二）如何理解"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根据上述1992年两高《解释》规定的精神不难看出：在拐卖妇

女的过程中如果犯罪分子与被拐卖妇女发生性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暴力或胁迫手段，也不论妇女

是否有反抗行为，都应当按此规定处罚。有些学者认为该规定应该排除这样的例外情形：即在妇女同意的

情况下不适用该规定。笔者以为在妇女不同意的下当然要适用该规定，但是在妇女同意的前提下应该视情

况而定。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1.假设某犯罪嫌疑人与某妇女同往某地，

中途该犯罪嫌疑人与妇女发生性关系，而后遂生恶念，将该妇女卖掉种情形，因为在发生关系的当时双发

都是在意志统一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应该适用该规定。2.如果犯罪嫌疑人早有拐卖妇女的恶念，还设法接

近妇女并与之发生关系的应该适用该规定。3.如果妇女明知自己已经陷入了被拐卖的危险之中还自愿（排

除受胁迫）与犯罪嫌疑人发生关系，也不应该适用本规定。4.被拐卖妇女如果为了减轻在被拐卖过程中的

迫害而主动与犯罪分子发生性关系的，应当适用本条规定。 

    五，该罪的立法分析： 

    由于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在客观实施的行为一般比较残酷，其社会危害

性较大，所以在立法上该罪也是比较严厉的罪名之一。其最低刑罚是5年有期徒刑，最高已经达到死刑并

且没收财产，这样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法目的。有学者认为该罪是"由绑架妇女、儿童并入原有的拐卖

妇女、儿童之后形成，其立法初衷是减少一个死刑的罪名，这一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将它并入绑架罪同

样也能实现这一初衷，而且合乎逻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本条还将强奸等其它犯罪行为作为加重情

节，形成包容犯，这种立法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范围，而且无行之中加重了本罪的

罪质，必然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因而不是一种好的立法例。⑧"笔者以为不然，首先该条款中规定的是以

出卖为目的的绑架，而不是以其它目的的绑架，不仅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

其它意义上的绑架一般不涉及这一点；其次该罪本身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该罪的既遂必然引起其它犯

罪----收买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发生，故对其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符合我国刑法

的基本原则，不存在加重罪质的问题。 

    综合以上所述，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一种涉及到公民个人人身权利内容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有许

多涉及公民当事人意愿的问题，法律不可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通过对犯罪行为的分析和对

法律规定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合理的适用法律于现实之中，做到公正司法，促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①《关于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草案）》：1991年6月21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0次会议建议稿。 

    ②《中国刑法实用》：赵秉志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第815页。 

    ③《中国刑法实用辞典》：魏克家、谷福生、郑立波总主编，警官教育出版社第570页。 



    ④《刑法学》：齐文远、刘艺乒主编，赵丙志审订，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68

页。 

    ⑤《中国刑法实用》：赵秉志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第819页。 

    ⑥《中国刑法实用》：赵秉志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第887页。 

    ⑦《中国刑法实用》：赵秉志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第820页。 

    ⑧《刑法疏议》：陈兴良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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