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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盈利业务”的认定 

左坚卫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要正确认

定这种类型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必须准确把握“本单位‘盈利业务’”的涵义。关于这一问题在理论界

存在分歧意见。有学者认为，只要是可能盈利的业务，即使包含亏损的风险，也属于盈利业务；另有学者

主张，只有确定无疑、必然会盈利的业务，才属于本罪中的盈利业务。笔者认为，要确定本罪中的盈利业

务究竟是指可能盈利的业务，还是指必然盈利的业务，首先应当弄清楚究竟何为可能盈利的业务，何为必

然盈利的业务，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明确本罪中“盈利业务”的范围。 

     

    一、判断可能盈利的业务和必然盈利的业务的标准 

    笔者认为，所谓可能盈利的业务，应当是指根据当时已知的市场环境和公司、企业已有的生产经营水

平，即使没有意外因素介入，公司、企业也存在盈利和不盈利两种可能的业务。例如，某农副产品供销公

司业务员甲联系到一笔荔枝购销业务，内容为某南方水果批发公司愿意向甲所在公司提供一批新鲜荔枝，

价格为每公斤8元。该笔业务能否盈利，受市场对新鲜荔枝供求状况、销售期间的天气、售货员的服务态度

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公司负责人计算，如果市场新鲜荔枝仍然保持去年的供求状况和天气情况，售货员提

供良好的服务态度，公司就能够盈利；如果今年其他商家也大量购进新鲜荔枝，导致市场供大于求，荔枝

滞销，公司就可能亏损。对于今年市场的供求情况，公司无法作出准确预测。在这种情况下，这笔业务就

只能属于可能盈利的业务。所谓必然盈利的业务，应当是指根据当时已知的市场环境和公司、企业已有的

生产经营水平，只要没有意外因素的介入，公司、企业必定能够盈利的业务。比如，某国营钢铁公司接到

一个订单，要求从该公司购买100吨冷轧薄板。根据订单上提供的购价，只要该公司不出意外地将货送到对

方，就能盈利10万元。这种业务就属于必然盈利的业务。所有业务都可以根据上述标准，分为可能盈利的

业务和必然盈利的业务。 

     

    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的“盈利业务”仅限于必然盈利的业务 

    之所以要将“可能盈利的业务”排除在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的“盈利业务”之外，是因为有关公司、

企业在经营这种业务时，在已知的经营条件下既可能赢利，也可能亏损，并没有盈利的把握，这样，不经

营该业务也就谈不上会遭受什么损失，将本单位的这种业务交给其亲友经营，也就谈不上会使本单位利益

遭受损失，不可能具备“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构成本罪的必备条件，当然不可能构成本罪。主

张本罪业务包括可能盈利业务的观点，实际上是将部分必然盈利的业务当作了可能盈利的业务，又没有将

真正属于可能盈利的业务排除在本罪的“盈利业务”之外。要看清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必须澄清以下两

个问题：第一，必然盈利的业务并非最终一定会盈利的业务。该种业务最终是否盈利，还要看是否有意外

因素的介入。如果有，即使是经营必然盈利的业务，最终也可能亏损。第二，“有盈利明显可能”不能作

为判断某项业务是否属于“盈利业务”的标准。在“有盈利明显可能”的业务中，包括必然盈利的业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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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盈利的业务两种业务在内。其中必然盈利的业务，属于本罪中的盈利业务；可能盈利的业务，则不属

于本罪中的盈利业务。如果将“有盈利明显可能”作为判断某项业务是否属于本罪中的盈利业务的标准，

必然将必然盈利的业务和可能盈利的业务混淆在一起，因而难以得出合理的结论。例如，某国有家电生产

企业计划在非洲某国投资，建立一个彩电生产基地。根据该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在国内积累的生产经验，只

要该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与国内基本相同，该项目肯定会盈利。但是，中方企业派人到实地考察发现，有

以下两方面不确定因素，一是该国政局隐藏着不稳定因素；二是该国劳动力素质较低，需要培训。从目前

的情况看，该国政局比较稳定，劳动力培训也能够展开。显然，这是一项有盈利明显可能的业务，但这是

否属于本罪中的盈利业务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是因为，该项投资虽然明显存在盈利的可能，但即使没有

意外因素的介入（政局动荡由于是已经预见到可能实际发生的情况，因而不属于意外因素），也存在盈利

和不盈利两种可能。因此，如果正在该国有家电生产企业的负责人甲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好友，负责经

营一家私营家电生产企业的乙希望甲将这笔业务交给他所在企业去开展，甲于是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因为乙的经营获得成功，便认定甲是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给亲友经营，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显然对

甲是不公平的。因为甲在犹豫的时候，也就是他在考虑究竟是冒险去赚钱还是稳妥起见不让国有资产冒风

险的时候，仅因为甲不愿冒风险便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可见，以“有盈利明显可能”

作为判断是否属于本罪的“盈利业务”的标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不可取。如果以笔者提出

的“可能盈利的业务”和“必然盈利的业务”作为判断是否属于本罪的“盈利业务”的标准，问题便迎刃

而解了。 

     

    三、不能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的“盈利业务”等同于经营风险小的业务 

    有学者认为，在盈利与风险并存，但风险较小，盈利可能性很大的情况下，应当属于本罪中的盈利业

务。理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经营者都会决定经营该项业务，一旦将该项业务让与他人，尽管彻底

避免了风险，但也失去了获利可能性，损失了预期利益。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通常情况下是可取的，但将

所有风险较小，盈利可能性很大的业务都归入本罪的盈利业务之中不妥。所谓“风险较小，盈利可能性很

大”的业务，多数属于必然盈利的业务，即根据当时已知的市场环境和公司、企业已有的生产经营水平，

只要没有意外因素的介入，公司、企业必定能够盈利的业务，当然属于本罪的盈利业务；但是，不能排除

还有少部分这种业务仍然属于可能盈利的业务，不能归入本罪的盈利业务。例如，某书商甲找到某国有图

书出版公司经理乙商洽，准备在该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一套丛书。经市场策划部有关人员研究，认为虽然目

前市场上这类丛书销路不错，但由于这类性质的丛书已经出版多种，因而再出这类丛书的销量难以预测。

结论是，出版这套丛书可能亏本，但亏本的可能性较小；盈利的可能性较大，但盈利不会很多。乙正在权

衡时，得知其好友（另一私营出版公司的负责人）丙也想出一套这方面的丛书，于是乙将甲介绍给丙。甲

的这套丛书在丙和甲的精心策划下大获成功，给出版公司和甲都带来巨额利润。我们认为，该项业务虽然

属于风险较小，盈利可能性很大的业务，但不属于本罪中的盈利业务。这是因为，根据已知的市场环境和

乙所在的出版公司已有的经营水平，即使没有意外因素介入，乙所在的国有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套丛书也

只是可能盈利，也可能不盈利，即并没有盈利的把握。因此，出版该套丛书属于“可能盈利的业务”，不

属于本罪中的“盈利业务”。事实上，乙在将这笔业务转给丙经营时，也是考虑到这笔业务毕竟存在一定

风险，同时还考虑到盈利可能性虽然很大，数量却不会很多的因素，才将这笔业务让出。这种情况下，乙

将该笔业务介绍给丙虽然也存在照顾丙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不愿意本单位为该笔业务冒险，因此，显然不

宜认定乙是为了为丙经营的公司非法牟利而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丙经营。当然，如果正常情况下出版

这套丛书根本不可能亏本，乙只是由于认为盈利不会很多而不愿意出版，于是将这笔业务介绍给丙，那

么，这笔业务仍然是“盈利业务”，这种情况下乙是否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取决于他是否使国家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 

    （作者系北师大刑科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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