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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67_470780.htm 第四百二十九条 （

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 在战场上明知友邻部队处境危急请求

救援，能救援而不救援，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对

指挥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释解） 本条是关于拒不

救援友邻部队罪的规定。 一、概念及其构成拒不救援友邻部

队罪，是指在战场上明知友邻部队处境危急请求救援，能救

援而不救援，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客

体要件本罪侵害的客体是战场上的友邻关系。我军是高度集

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各部队在战场上虽然所执行的任务有所

不同，但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应该在上级的统一指挥下，团

结协作，积极配合，密切协同，互相支援，共同完成作战任

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第10条明确要求

各参战部队要“在统一的意图和计划下，按目的（任务）、

时间、地点协调一致地行动和相互支援”，“进攻时，各部

队应主动配合发展顺利且有决定意义方向上的部队行为；防

御时，各部队应给主要防御方向和处境困难的部队以积极支

援”，“应充分发挥战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上级总的意

图下，独立自主地完成任务，并主动地配合和支援友邻的战

斗”。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的行为不顾大局，使友邻部队遭受

不应有的损失，破坏了我军在战场上的友邻关系，妨碍实现

上级总的作战意图，将对作战造成严重危害。 （二）客观要

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战场上明知友邻部队处境

危急请求救援，能救援而不救援，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大损



失的行为。 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战场上，即

敌我双方进行作战活动的区域，包括陆域、海域和空域。友

邻部队是指由于驻地、配置地域或者执行任务而相邻的没有

隶属关系的部队及其分队。处境危急是指被敌人包围、追击

或者阵地将被攻陷等紧急情况。请求救援是处境危急的部队

为寻求外界援助而发出的各种信息。这种求援信息既可以是

发给特定的对象的，也可以是发给不特定的对象的，如舰艇

或者飞机在海上遇险时所发出的海上遇险求救信号。行为人

在战场上一旦收到友邻部队的求援信息，如果能够救援，就

产生了救援的义务。能救援而不救援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主

要特征，其含义是指根据当时自己部队及其分队所处的环境

、作战能力及所担负的任务，完全有条件救援，却没有救援

。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如阵

地失陷，进攻受挫，人员重大伤亡，武器装备、军事设施或

者军用物资严重毁损等。如果虽发现友邻部队处境有危险，

但友邻部队没有请求救援，行为人此肘没有及时组织救援的

，不能认为是能救援而不救援。 （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

是指挥人员。指挥人员是指在部队中对作战、训练、施工、

抢险、救灾等活动及日常行政管理实施组织领导的人员。在

本罪中指挥人员则是对作战负有决策职责的领导成员。 （四

）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友邻部队处

境危急请求救援能救援而不予救援。其动机，有的是贪生怕

死，有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还有的是对上级不满，以

违抗命令发泄私愤，也有的是基于狭隘的杀敌复仇心理，不

顾全大局、轻举妄动等。 二、认定认定本罪时，要区分本罪

与玩忽军事职守罪的界限。这两种犯罪客观上都可能因未尽



职责而造成严重后果。其区别在于前者所未尽的职责是指挥

人员基于部队友邻关系而产生的，而后者所未尽的职责是指

挥人员自身职务所要求的。指挥人员对所属部队处境危急不

积极组织支援构成犯罪的，应以玩忽军事职守罪论处；对友

邻部队见危不救构成犯罪的，应以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论处

。在主观方面，前者是故意犯罪，后者是过失犯罪。 （三）

处罚依照本条的规定，犯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