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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67_470812.htm 第四百二十五条 (擅

离、玩忽军事职守罪) 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人员擅离职守或

者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释解) 本条是关于

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的规定。 一、概念及其构成 擅离、玩

忽军事职守罪，是指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擅离职

守或者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

侵犯的客体是指挥和值班、值勤秩序。我军是高度集中统一

的武装集团，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只有每一

名军人都忠于职守，严格执行我军的条令条例，维护良好的

作战、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才能保证部队圆满完成上级

赋予的各项任务。军队的指挥工作和值班、值勤制度是保持

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维护部队正常秩序，保障部队自身安全

，充分发挥军队职能作用的必要条件。指挥人员和值班、值

勤人员疏于职守，将直接破坏指挥和值班、值勤秩序，以致

出现政令、军令不通，制度难以落实，部队松松垮垮，事故

、案件不断的严重局面，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严重的危

害。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擅离职守或者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擅离职守是指行为人擅自离开

正在履行职责的岗位。玩忽职守是指行为人在履行职责的岗

位上，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从广义

上看，玩忽职守不仅包括擅离职守，而且也包括了滥用职权



的行为，因为滥用职权也属于不正确履行职责。所以对符合

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其他构成要件的滥用职权行为，可直

接以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论处，不必适用本法第397条定滥

用职权罪。如在飞行训练中，飞行指挥员随意改变训练计划

，造成飞行事故的行为，即属于这种情况。 擅离职守或者玩

忽职守的行为只有造成了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擅离、玩忽军

事职守罪。这些严重后果通常是指贻误战机的，影响部队完

成重要任务的，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的，造成武器装备、军事

设施、军用物资或者其他财产严重毁损的，发生其他严重责

任事故的等。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应和指挥人员和值班、值

勤人员违反其指挥和值班、值勤的特殊职责具有内在的因果

关系。换言之，这些危害后果本应是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

人员正确履行职责可以避免的。如担任弹药库警戒勤务的哨

兵，其职责就是保证弹药库的安全。如果其不认真履行哨兵

职责，导致弹药库遭到破坏，则属于哨兵擅离职守或者玩忽

职守造成了严重后果。如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是指挥人

员和值班、值勤人员正确履行其特殊职责所应当避免的，则

不能以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论处。本罪为选择性罪名，行

为人只要实施了擅离军事职守或者玩忽军事职守其中一种行

为就构成本罪；实施两种行为的，仍为一罪，不实行并罚。 (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是军队中的指挥人员和

值班、值勤人员。这三类人员具有特殊的身份，担负着特定

的职责，因而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特殊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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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各级首长或者部门主管人

员。值班人员是指在规定时间内轮流担任某项工作的人员，



如作战值班人员、通讯值班人员、节假日值班人员等。值勤

人员指正在执行轮流担任某项勤务的人员，如在边防、海防

担任守卫、巡逻勤务的人员，在机关、部队和重要目标担任

警戒勤务的人员，在城市担任维护军容风纪和协助地方维护

社会治安勤务的人员等。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由过

失构成。擅离职守的行为人对违反指挥和值班、值勤规章制

度，擅离岗位的行为都是明知的，但对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

却抱有侥幸心理，以为不会发生，所以属于过于轻信的过失

犯罪。而玩忽职守则是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可能造成的危害

后果，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主观上存在疏忽

大意或者过于轻信两种过失心理状态。 二、认定 (一)区分擅

离军事职守罪与逃离部队罪的界限 擅离军事职守罪与逃离部

队罪都有擅自离职的表现，在定罪上可能发生混淆。其主要

区别有以下几点： 1．擅离军事职守罪侵害的是军队的指挥

和值班、值勤秩序，行为人所违反的是指挥和值班、值勤人

员的特殊职责要求，而逃离部队罪侵害的是兵役秩序，行为

人所违反的是现役军人依法服兵役的职责要求。 2．擅离军

事职守罪只能发生在指挥和值班、值勤过程中，行为人离开

了特定的岗位，而且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并不要求行为人离

开了部队，而逃避部队罪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行为人必须

离开部队，但并不要求客观上造成了严重后果。 3．擅离军

事职守罪的主体是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人员，而逃离部队

罪的主体是任何现役军人。 4．擅离军事职守罪是过失犯罪

，而逃离部队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在担负指挥工作或者在

值班、值勤时逃离部队的，从形式上看只实施了个逃离部队

的行为，实际上他是先实施了擅离职守的行为，而后又实施



了逃离部队的行为。因此，其前后两个行为如果分别构成擅

离军事职守罪和逃离部队罪的，则应实行数罪并罚。 (二)区

分擅离军事职守罪与战时临阵脱进罪的界限 这两种犯罪在脱

离岗位不履行职责上有相似之处，但构成要件有所不同。后

者没有犯罪主体的限制，而前者限定为指挥人员和值班、值

勤人员：后者限定为战时，前者平时也可以构成，战时则是

加重处罚的条件；后者不要求造成具体的危害后果，前者必

须造成严重后果；后者是故意犯罪，前者是过失犯罪。如果

在具体案件中出现犯罪竞合现象，如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

勤人员面临战斗任务时而逃离岗位，应按处理想象竟合犯的

原则，以较重的罪名战时临阵脱逃罪定罪处罚。 三、处罚 依

照本条的规定，平时犯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战时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所

谓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指贻误重要战机

，严重影响部队完成重要任务，造成部队人员重大伤亡，武

器装备、军事设施、军用物资或者其他财产严重毁损，发生

其他重要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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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