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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保护法益辨析

●薛梦悦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追求已经从“生存权”变成了“发展权”,而且社会对“人”的关注更加集中

在“人”本身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更是频繁出现在社会讨论中.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

保护法益确定为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隐私权等在内的概括性人格权,对于正确认识本罪的

性质,以及关于本罪法定刑应该提高或者维持的讨论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保护法益;概括性人格权;法定刑

近
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

不断曝光，学界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展

开了较为热烈的讨论。 对于该罪的讨论，有一部分争议焦

点集中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到底保护了何种权益，

对于该种保护法益的讨论，我国法律学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

点。 而学界对于该争议的讨论，也说明了我国法律学者对

于“人”本身的关注；同时，明确该罪的保护法益对于司法

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

学界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保护法益的不同

学说

我国学界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保护法益的学

说并不统一，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根据分析角度的不同，

我国学者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讨论主

要可以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学者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主要是人格尊严；第二类，可以概括

为该罪的保护法益是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与家庭稳定；第三

类，还有一部分学者保持着与前两类学者不同的观点，他们

把人身自由、人身不可买卖权看作是本罪的保护法益。

(一)人格尊严说

以张勇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格尊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该罪的

实质性目的就是禁止把人作为商品出售，而人之所以不能被

买卖就是因为人本身就具有人格尊严。 但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这一行为恰恰就是将人降低为物品，然后收买方再

通过钱物交易的方式将妇女、儿童作为商品购买回去，这一

行为严重侵犯了妇女、儿童作为人的尊严，甚至在很大程度

上侵犯了整个共同体的人的尊严。

(二)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与家庭稳定说

秉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

保护法益是复杂法益，即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及其家庭稳定。 在这一部分学者看来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同质

性，只要实施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就构成犯罪。

这些学者对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与家庭稳定也有主次之分，

他们认为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主要的保护法益，而家庭稳定则是相对次要的保护法益。

(三)人身自由、人身不可买卖权说

在刑法学界除了以上两种观点，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还存在第三种学说即人身自由、人身

不可买卖说。 本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

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被作为被估价的商品而存

在。 每个自然人都没有将自己视为商品来进行对待的权利

和自由，同时也不存在以任何方式进行自我奴役的权利和自

由，即使在一定状态下存在该种现象，但是在法律的规范上

严禁将这种行为认定为合法化。

本文对于不同学说的质疑

虽然学界对于该罪保护法益的讨论有着不同的观点，但

是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可能并不是完整且具体的。 结合司法

实践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看，笔者对于这些观点存在一

些质疑，笔者将分别对各种学说观点的质疑进行分析和

讨论。

(一)人格尊严说之疑

《刑法》对于各种犯罪行为的打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

现对“人”的保护。 而“人格尊严”的定义又是一个相对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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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模糊且泛泛而谈的概念，在《刑法》中任何一个罪名的

保护法益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人格尊严”。 因此，将收买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仅仅确立为“人格尊

严”，并不能够清楚且明确地展示出我国法律在对待收买被

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其他罪名之间的不同之处。 该观点

仅仅只是以“人格尊严”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并没有将

“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三个概念进行严

格区分，这不仅容易致使大家混淆该罪的客体，而且不利于

司法实践活动准确理解立法的目的且准确适用法律。

该观点对于“人格尊严”的性质界定不明确。 学者在

这里提出的“人格尊严说”到底是被收买的妇女和儿童的个

人尊严，还是针对社会整体来说的社会尊严？ 对个人尊严

或者社会尊严的界定不明确，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于犯

罪人的量刑处罚。 当法官依据自由裁量将人格尊严视为社

会尊严时，那么法官就会认为该犯罪人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

性和社会危害性，依据罪责刑相当原则法官就会从重处理。

但是，如果法官在审判时，将本罪的保护法益认定为个人法

益而不是社会法益时，相对而言法官就会认为该罪的社会危

害性较为低下，进而作出相对较轻的判决结果。 因此，对

于该罪的保护法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的话，就会出现同案

不同判的现象进而会影响司法的公平、公正。

(二)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与家庭稳定说之疑

第一，秉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罪的保护法益是复杂客体。 我国法律将人身自由的概念

界定为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人身和行动完全受自己支

配，有不受非法拘禁、逮捕、搜查和侵害的自由。 但是，不

能想当然地认定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在被收买之后就一定会

被非法拘禁，比如，有些被收买的儿童从小是在养父母的

“善待”之下长大的，其养父母并没有对他的人身自由进行

限制。 因此，不能否定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有收买方“善

待”拐妇女、儿童这种现实情况存在。

第二，在这种学说中，学者将“人格尊严”与“人身自

由”并列表述，所以本人对于该学说的一方面质疑在于：

“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认定为是处于同一位阶的权利

吗？ 但是，在教义定位上，“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有

着较为明显的地位差距。 对于自然人来说，人生而为人，

体现了人的内在价值，故“人格尊严”更具有基础性和本源

性；而“人身自由”是在“人格尊严”的基础上繁衍出来

的，可以被看作是“人格尊严”的基础。

第三，对于该种观点中“家庭稳定”说，必须考虑到一

定的前提条件——即对于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来说，在他们

被进行拐卖之前必须有客观存在的属于自己的家庭。 但

是，对那些在被拐卖之前本身就没有属于自己家庭的妇女或

者本身就是孤儿的儿童来说，该罪何来侵犯他们的“家庭稳

定”一说呢？

(三)人身自由权、人身不可买卖权说之疑

该种学说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仅仅

限定在“人身自由权”和“人身不可买卖权”两个方面，笔

者认为这一部分学者并没有看到该罪背后隐藏的深远的社会

危险性和犯罪人自身的人身危害性，从而将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界定为轻罪。 如果将本罪的保护法益单纯地看

作是“人身自由”“人身不可买卖权”，不利于打击现实中收

买者对被收买的妇女和儿童的身体权、健康权及其他复杂权

利的不法侵害。

将该罪的保护法益认定为“人格权”的必要性

从笔者的角度来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

法益是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

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概括性人格权。

当然除了这些权利在内，还包括自然人享有的以人身自由和

人格尊严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其他人格权益。

(一)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

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变化性。 立法者在立法时，既要

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的发展变化，所

以法律具有一定的弹性。 当时的法律并不一定能解决现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行为人的犯罪手段及侵害方式也

在不断发展变化。 比如，在该罪中卖方与买方之间的交易

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发展。 而犯罪手段及侵害方式的多样化

自然对被害一方的法益造成了多方面的侵害，所以，对于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认定不能仅认定为某一

个方面，而要不断丰富、扩充其内涵，从多方面、多角度去

考虑。 而笔者讨论的“人格权”的内容是较为多样化的，

在多样化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并

且可以较为全面概括本罪的保护法益。

(二)正确认识本罪的需要

笔者在这里主张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

益是内涵丰富的人格权。 尽管，在关于买卖人口的概念问

题上，各国的用词表达不尽相同。 但是，关于收买是以

“交易”为基础的这个说法是各国普遍认可的。 这种将

“人”作为“物品”进行买卖的行为，是对我国《宪法》中

规定的保护人格尊严的践踏与违背。 而随后收买者以收买

行为为基础而做出的附随行为，又违背了概括性人格权中的

其他权益。

因此，将本罪的保护法益认定为概括性的人格权能够进

一步认识到本罪的性质与危害程度，从而更好地将此罪与彼

罪进行明确的区分与辨别。 同时，将本罪的保护法益认定

为概括性的人格权也可以使司法审判人员能够更好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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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应用法律，从而能够对犯罪行为进一步正确分类。

(三)对本罪的法定刑进行正确认识的需要

笔者在北大法宝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收买被拐

卖的儿童”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５６８例司法案

例，由此可见该案件的发案率还是较多的。 近些年来也有

一些比较具有典型特点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例逐渐

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而进一步引起了我国法律

学者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应当提高还是

维持现状的讨论。

在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应当提高还

是维持现状进行讨论时，不能忽视关于本罪所保护的法益。

虽然不能说法定刑的确定完全是由保护法益确定或者决定

的，但是法益在刑法之中确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只

有正确认识法益才能真正认识到某个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

并对本罪进行正确的定罪量刑，从而真正发挥刑法的预防

作用。

笔者将本罪的保护法益界定为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

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在内的概括性人格权，就意味着以

笔者的角度来看，本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罪。 因此，我

国法律学者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应当提

高还是维持现状的讨论，笔者更加支持提高该罪法定刑，对

本罪进行严厉打击的观点。

结束语

近年来，国家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高度重

视，相关部门也通过不断加大对该罪的打击力度，期望以此

降低并且减少该罪的发生率，从而建设并且维护一个相对和

谐的社会环境。 但是，只有一方努力是不够的，建设并且

维护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政府、社会团体以及我们每一个人

的共同努力。 当然，对于该罪的治理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 法益在刑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确本罪

的保护法益是进一步正确打击该犯罪的需要。 在本文的讨

论中，笔者将该罪的保护法益界定为概括性的人格权，仅仅

只是笔者自己对于该罪的理解。“百花齐放才是春”——正

是由于学界各学者对于该罪保护法益存在不同的观点，才能

不断促进相关罪名理论内容的不断完善及司法实践方面的正

确应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法律学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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