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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67_470813.htm 第四百二十三条 (投

降罪) 在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投降后为敌人效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释解) 本条是关于投降罪的规定。 一

、概念及其构成 投降罪，是指军人在战场上，因贪生怕死、

畏惧战斗，而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的行为。 1．客体要

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军人参战秩序和国防安全秩序。我军是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坚强柱石，每一名军人都肩负着保

卫祖国的神圣使命。我国《宪法》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等。《国防法》第56条规定：“现役

军人必须忠于祖国，履行职责，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捍卫

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内务条令》第12条规定，军

人要宣誓做到“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在任何情况下，

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军队”。可见，军人在战场上参加

作战，理当英勇杀敌，不怕牺牲，这是军人职责对参战人员

的最基本要求。投降敌人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军人职责的最基

本要求，破坏了参战秩序，而且更严重的是屈服于敌人意味

着军人背弃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违背了自己所担负的国防义

务，将最终对国防安全造成危害。所以，投降罪侵犯的是双

重客体。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战场上自动

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的行为。投降敌人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战



场上，即在敌我双方进行作战活动的区域，包括陆域、海域

和空域，实践中较多的是发生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被敌

人包围或者追击的情况下。“在战场上”与“战时”有所区

别，前者则强调的是敌我双方直接交战，彼此互有具体的作

战行动，而后者仅说明是在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不一定发生

了直接的作战行动。 自动放下武器是投降罪的客观方面的主

要行为特征，对其含义应作广义的理解。即行为人当时能够

使用武器杀伤敌人，保护自己，却有意不使用武器，放弃抵

抗。一般情况下，凡可以使用武器进行抵抗而不抵抗的，无

论是自动抛弃了武器，还是武器仍然持在手中，甚至将武器

砸毁等，都属于“自动放下武器”的范畴。实践中，行为人

对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的行为，往往有多种辩解。如有的

谎称枪炮损坏，弹药耗尽；有的假装重伤；还有的采取停火

谈判等手段，掩盖其投降敌人的犯罪行为。对于在战场上因

患病、受伤，丧失继续战斗能力，以及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散

或包围、被叛徒出卖或误人敌人阵地等而被俘的，不构成本

罪。对于因听从上级命令放下武器投降敌人的，也不宜以投

降罪论处。 投降敌人，主要是指向战争或者武装冲突中的敌

对一方屈服。根据本法第451条的规定，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

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应以战时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向暴力侵害者投降，也应视为向敌人投降。如在执行戒严任

务时遭到武装暴徒的袭击，或者哨兵在哨位上遭到身份不明

的武装人员的袭击，为了保全性命而向对方缴械，均应视为

投降行为。 本条没有要求必须造成一定后果才构成本罪。情

节严重是本罪的加重情节。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指首长带领

部属集体投敌的；因投敌导致阵地丢失、人员伤亡、重要武



器装备受损、战斗失利等危害结果的；携带秘密文件或从事

机要的军职人员投降敌人的；在投降敌人过程中，用暴力、

威胁手段反抗阻挠、干预其投降的其他人员的；对投降敌人

的犯罪事实矢口否认，态度恶劣的等。行为人虽然投降敌人

，但投敌后只要不为敌人效劳，不构成新的犯罪的，依法不

处死刑。这充分体现了对因贪生怕死投降敌人的人着重在教

育、挽救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3．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

为特殊主体，本罪主体必须是参战的军职人员，并是具有使

用武器打击敌人的行为能力的人。 4．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

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放弃抵抗，向敌人投降

的行为将会造成危害作战和国防安全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

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在战场上敌我双方你死我活，投降敌

人是迫于敌人的武装压力，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背弃军

人的政治使命，屈服于敌人，所以投降的动机是贪生怕死。

过失不构成本罪，在能够继续打击敌人的情况下，自动放下

武器，投降敌人或束手就擒。 二、认定 (一)区分投降敌人和

被敌俘虏的界限 一般情况下，投降敌人是主动的，被敌俘虏

则完全是被迫的；投降敌人前具有自动放下武器的情节，而

被敌俘虏时已不具备使用武器进行抵抗的条件。如因弹药耗

尽、武器毁损、严重伤病、极度疲惫而无法使用武器进行抵

抗被敌人俘获的，或者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措手不及未能使

用武器进行抵抗而被敌人抓获的，都属于被敌俘虏，而不应

认定为投降敌人。即使被俘后叛变，积极为敌人效劳的，也

不应以本罪论处，而应适用本法第108条以投敌叛变罪论处。

(二)区分投降罪与战时临阵脱逃罪的界限 投降罪是通过放下

武器，屈服于敌人的方法达到保全性命的目的，而战时临阵



脱逃罪是通过脱离战斗岗位、逃避参加作战的方法达到保全

性命的目的。在具体案件中，投降罪与战时临阵脱逃罪可能

会出现犯罪竟合现象，如部队正在阵地上与敌人作战，行为

人贪生怕死，扔下武器逃离阵地，向敌人投降。对这种情况

，一般应以投降罪论处，因为行为人临阵脱逃的目的是为了

向敌人投降，而且如果没有其他严重情节，以投降罪论处也

符合对想象竟合犯以较重的罪名论处的原则。但是如果由于

行为人临阵脱逃投降敌人的行为致命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

损失的，因战时临阵脱逃罪对这种情节的法定最高刑要重于

投降罪的法定最高刑(投降后为敌人效劳属特定情节，其法定

刑另当别论)，则应以战时临阵脱逃罪论处，否则将违背对想

象竟合犯以重罪论处的原则，造成罚不当罪。 (三)区分投降

罪与投敌叛变罪的界限 1．投降罪只能发生在战场上，特别

是敌我双方短兵相接、面临战斗的情况下，行为人必须自动

放下武器，而投敌叛变罪主要发生在乎时，即使发生在战时

，一般也不是在面临战斗的情况下，如部队正在休整、待机

或者转移途中，没有遭遇敌人的时候，所以行为人不存在放

下武器的行为。 2．在犯罪的主体上，投降罪的犯罪主体只

能是参加作战的军人，而投敌叛变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军

人，也可以是普通公民。 3．在犯罪的主观方面，投降罪迫

于敌人的武装压力，贪生怕死，背弃自己的政治命令，屈服

于敌人，而投敌叛变罪则是出于信仰动摇、政治变节而投靠

敌人。如果行为人蓄谋叛变投敌，在战场上积极寻找机会，

直接投靠敌人的，不宜定投降罪，应以投敌叛变罪论处。 三

、处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依照本条第2款的



规定，投降后为敌人效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 谓投降后为敌人效劳，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

主动向敌人提供我军重要军事秘密，积极为敌人出谋划策，

煽动、勾引我军被俘人员叛变投敌，接受敌人派遣任务，主

动要求参加敌军与我作战等情形。但投降后被迫为敌人服劳

役的，如挖工事，搬弹药等，不宜认定为敌人效劳。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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