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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crimes in society that take advantage of profes-
sional convenience to violate the rights of others, among which the occupa-
tion crime of teaching staff occurs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ion of underage students on campu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also puts forward ur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Employment Prohibition System among teaching staff. In this pa-
per, we take the Criminal Employment Prohibition System as the object of 
study, explore its legislative background and nature, and take the occupation 
crimes of teaching staff as the entry point, and analyze its conditions of ap-
plic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im-
provemen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rer institutional system,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addressing crime in specific occupational 
fields and shaping the ethics of the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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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教师性侵、虐待未成年学生犯罪案件频发，使得刑法中从业禁止

制度再次得到重视。2022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对

一起猥亵儿童案一审依法开庭并当庭宣判。被告人王某某在担任本市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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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指导教师期间，利用“一对一”单独授课的机会，多次触摸该校一名 10
岁女童的隐私部位。法院以被告人王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并

终身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这是全国首例教师猥亵儿童终身

禁业案。根据相关案例统计，从业禁止已有案例四百余例，上述案例作为“全

国首例”，从适用期限上体现了从业禁止制度的不断发展。然而，该制度出

台时间尚短，司法判决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涵盖其内容，更具针对

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对从业禁止制度的理解和完善具有重要价值。 

2. 刑法中从业禁止制度概述 

(一) 我国从业禁止制度的立法背景 
我国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的相关规定最初散见于各种行政性法律法规中，

以限制就业资格的方式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与职业分工的日益完善，违反职业义务或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的现

象不断增多，例如：利用教师身份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性侵猥亵、食品生产工

作者食品造假危害健康安全、家政服务人员实施盗窃等。此类职业乱象极其

恶劣，不仅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极大威胁，而且易导致社会秩序的

紊乱，故亟需国家立法进行整治，加大惩罚与预防力度。刑法中从业禁止制

度的设立正是侧重于对犯罪行为的预防，具有不同于行政从业限制和刑法中

禁止令等措施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 
2015 年 8 月 29 日，《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第三十七条之一，从业禁止

制度首次在刑法法律层面得以确立，其中规定了从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条件、

执行主体、功能目的、执行时间、适用期限、违反后果与法条竞合等内容。

刑法中从业禁止制度不以传统的报应刑论为立法内核，它体现为在一定期限

内对行为人自由就业权的限制，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考量标准，具有

预防犯罪的重要意义。因此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刑罚轻缓化的产物，顺应了

世界范围内轻刑理念的发展[1]。 
针对特定职业如何针对性适用从业禁止制度，亦有相关规定可以参考。

如 2022 年 11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教育部共同出台的

《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针对教育机构从业人员适用刑法中从业

禁止制度的具体条件、诉讼程序、法律后果等内容做了进一步规定，以特定

职业领域为例，推动了从业禁止制度的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二) 我国从业禁止制度的性质界定 
从业禁止制度规定在《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位于第三章刑罚体系下，

但又单独列在第三十七条非刑罚处罚措施之后。关于从业禁止制度的性质，

我国学界并无定论，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刑罚说、非刑罚处罚措施说以及

新兴的保安处分说。 
第一，“刑罚说”支持者将从业禁止制度归类为资格刑，认为其作为对

犯罪人就业资格的限制，属于刑罚的一种，且世界上有意大利、俄罗斯等国

家亦将其作为刑罚措施规定在刑法典之中。然而，从我国法条位置看来，从

业禁止制度并未规定在主刑和附加刑的内容之中，而是在非刑罚处罚措施后

另起一条，与刑罚措施相区分。并且，从业禁止制度不像主刑与附加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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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单独适用，其前提条件之一便是行为人因犯罪被判处刑罚。除此以外，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也曾明确否认了从业禁

止制度属于新设刑种这一观点，并强调该制度的初衷是为防止利用职业之便

实施犯罪的行为人重操旧业、再次犯罪，以限制就业权的方式达到预防犯罪

的效果。 
第二，基于从业禁止制度在法条中的位置，部分学者认为其应当定性为

非刑罚处罚措施。然而，刑罚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前

提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这与从业禁止制度的适用前提明显

冲突。 
最后，从业禁止制度属于保安处分措施这一观点的提出，便有效化解了

刑罚说与非刑罚处罚措施说之争。从业禁止制度侧重于对犯罪行为的预防而

非报应，这与西方保安处分措施的目的相吻合，是对刑罚手段的有效补充。

但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无“保安处分”的概念，而是零散体现为矫正、感

化、医疗与禁戒等方式。将从业禁止制度定性为保安处分措施，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我国保安处分刑法化的进程[2]。 

3. 教职员工适用从业禁止制度的研究价值 

从业禁止制度广泛适用于各类职业，而本文选择以教职员工职业犯罪为

切入点进行分析，是基于该类职业犯罪的高频发生率与该职业所具有的特殊

社会价值。 
(一) 教职员工因职业犯罪率高而具有代表性 
近年来教师职业犯罪案件频发，尤以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为甚。以

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例库为检索通道，刑事案由中被判决适用从业

禁止制度的司法案例共 430 篇，其中被告为教师职业的共计 95 篇，占总案例

数的 22.1%。在社会众多职业分工中，教职员工的犯罪数量已经占据了总犯

罪案件数量的五分之一以上，故而极具犯罪代表性，以其为例探究从业禁止

制度的适用，能够为该制度在各领域的整体完善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 有助于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未成年人是祖国发展的希望，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强调要加强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针对校园性侵害、暴力和欺凌等犯罪，依法追究涉案教职工人员

刑事责任，搭建未成年人保护的“隔离带”和“防火墙”。此外，我国两高

报告中，“保护未成年人”是近五年来法治工作的关键词之一，最高法报告

表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最高检报告要求从严追诉性侵、虐待、暴

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29 万人，建立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询制度。 
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在校时间较长，与教职员工的接触最多，其中

发生犯罪的可能性也更高。在上述案件检索过程中，以“未成年人”为关键

词继续进行检索，共有司法案例 79 篇，占教师从业禁止案例总数高达 83%，

可见教职员工职业犯罪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密切相关，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的严峻性对国家推进从业禁止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三) 有助于加强师风师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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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为一份职业，以获取生活经济来源，与其他职业并无不同。但由

于其需要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育人职责，并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

社会对该职业的素质要求和道德要求往往也更高，以身作则、淡泊名利、无

私奉献等品质是该职业在不断发展中所形成的附加道德义务，故而该职业与

其他职业又有所不同。 
从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条件之一是行为人利用职业便利或违反职业所要求

的特定义务实施犯罪行为，而教师职业对职业便利和职业特定义务的认定更

具有复杂性和警示性，以教职员工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了解从业禁止制度的

具体适用，对于预防职业犯罪、建设良好从业环境和职业伦理具有重要意义。 

4. 从业禁止制度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对职业犯罪的禁业限制作了整体规定，犯

罪分子被判处刑罚后，人民法院可根据犯罪情况综合考量其人身危险性，以

预防再次犯罪为目的，禁止其一定期限内从事相关职业。其中，适用主体、

犯罪行为、刑罚条件和适用期限四个方面是解决从业禁止制度适用问题的关

键。 
(一) 适用主体分析 
从业禁止制度应当广泛适用于自然人与单位。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从

业禁止制度的适用对象，但毋庸置疑自然人可以通过限制其就业资格进行犯

罪预防，至于单位职业犯罪能否适用从业禁止制度，应当对其合法性与可行

性进行探究[3]。单位作为合格法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经过批准或许可，

具备一定的从业资质与条件，其规章制度也规定了相应的职业义务，完全可

能利用职业便利或违反职业特定义务进行犯罪活动，故对其进行限制就业具

有合法性。在单位被判处罚金后禁止其在原经营范围内继续营业，可以有效

预防相关职业内的再次犯罪。以教职员工犯罪为例，依据《关于落实从业禁

止制度的意见》，适用从业禁止制度的主体不仅包括教师、教学辅助人员等

从事该职业的自然人，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也包含在内，

对其举办者、实际控制人参照适用从业禁止，对该单位处以罚金。此外，针

对外籍教师，《外籍教师管理办法》第 31 条规定了相应的禁业限制，可见我

国刑法中从业禁止制度的适用对象亦包括外籍从业人员，人民法院可以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依据，对其宣告适用从业禁止。 
(二) 犯罪行为分析 
适用从业禁止制度的犯罪人员，其罪行应当与“职业”有密切联系。职

业不同于职务，职业是指“个人服务社会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此

类职业必须正当合法，个人从事的职业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单位的相关经营也应参照适用[4]。职业犯罪包括两类，一是利用职

业便利实施犯罪，二是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二者具备其一

即可构成职业犯罪。 
第一，从事某一职业所享有的便利条件包括管理、经手、权力、地位等

方面。以教职员工为例，教学工作、校园环境、密切接触学生等就业条件均

能为其提供犯罪便利。第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不仅是指某一特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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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法定义务，也应包含特殊的职业道德、职业信誉等。教师职业的法

定义务一般表现为遵守教学纪律，此外还应包括事关公序良俗的社会道德义

务。然而，此处应当严谨认定“道德义务”，遵守必要性、谦抑性，避免扩

张解释，以防打击过宽，只有达到犯罪程度才可适用刑法中的从业禁止。教

育部针对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印发了多则通知，其中亦对职业道德进行了具体

规定。教师职业犯罪包括但不限于性侵害学生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

强奸罪，体罚学生构成故意伤害罪，私收并侵占学生费用构成职务侵占罪，

传播错误言论、虐待未成年学生、拐卖学生、侵犯知识产权等等。 
(三) 刑罚条件分析 
相关主体实施职业犯罪必须被判处刑罚，才能对其适用从业禁止。该条

规定不仅意味着体现为行政处罚、单位处分等的处罚措施不适用从业禁止制

度，还将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一并排除在外。 
职业犯罪被判处的刑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情况也包

含在内，死刑和无期徒刑除外。只要罪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能回归社会，就

存在着再次利用原职业实施犯罪的可能，必须仔细评估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

再犯可能性，做出合理的从业禁止措施。此处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被判处缓刑

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能否适用从业禁止[5]。缓刑考验期内犯罪分子是

否被判处刑罚还未有定论，且缓刑的立法目的是为对罪行轻微的罪犯进行感

化挽救，应当充分尊重其自由就业权，对其进行依法考验，故不适用从业禁

止制度。 
(四) 适用期限分析 
我国刑法规定从业禁止的适用期限为三至五年，起始时间为刑罚执行完

毕或假释之日。而许多其他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 条亦对从业禁止

做出了相关规定，教职员工属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者，若其对未成年

学生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将依《未成年人保护法》

被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本文开篇所引案例即体现了从业禁止制度适用期

限的相关规定，依据其他法律做出了禁业判决。此外，还有公务员法、医师

法等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对职业资格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其禁业期限往往长

于刑法要求的三至五年，此时亦应遵循刑法第 37 条第三款，以其他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规定优先。 

5. 从业禁止制度有效落实的保障 

推动刑法中从业禁止制度有效落实，需要司法机关、工作单位和社会三

方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及执行过程中全面协同配合，并在判决程序、救

济措施和监督保障等方面进行相应完善。 
(一) 进行禁业必要性审查 
从业禁止制度是对行为人自由就业权的限制，而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

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为了平衡二者之间的权利冲突，必须对从业

禁止的适用持审慎态度，仔细考量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与其职业的必要关联，

再对其做出禁业宣告。禁业必要性审查具体体现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委托中立

性质的第三方机构对犯罪分子进行社会调研，综合其犯罪前科、犯罪主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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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罪后态度以及其与原职业的依赖程度等因素，评估其人身危险性与利

用职业进行再犯的可能性，出具社会调研报告并标注不同的危险等级[6]，以

此为参考判断应当禁业的期限与范围。此外，还应当加强人民检察院在从业

禁止适用过程中的监督作用，在提起公诉时对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禁业限制

提出相关建议。 
(二) 完善禁业救济制度 
从业禁止的适用建立在行为人具有利用职业便利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的基

础上，然而对其再犯可能性衡量的不准确极易导致错误的禁业适用，侵犯行

为人的合法权益，故有必要对该措施的适用赋予行为人一定的上诉权和人民

检察院相应的抗诉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第九条规

定了教师不服处理决定所享有的复核权与申诉权，针对刑法中从业禁止的适

用也应当参照该规定，允许行为人单独就人民法院的禁业判决和公安机关的

处罚决定提出上诉或申诉，允许检察机关对错误的禁业决定依法提出抗诉，

并贯彻刑法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审慎确定是否适用从业禁止以及适当的禁

业期限。 
此外，我国刑法中尚未规定从业禁止的复权制度，该制度主张在实施一

定期限的禁业限制后，经行为人申请可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再次评估，并结

合其改造情况和职业需求重新确定禁业期限，以平衡对犯罪行为人和其他相

关法益之间的权益保护，这对我国从业禁止制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三) 建立职业准入查询制度 
从业禁止制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司法机关和工作单位的相互配合，在禁

业判决生效后，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记录并更新被告人的犯罪信息，相关单位

在招聘时也应依法筛查并拒绝录用仍在禁业期内的求职者，构建完善的职业

准入查询制度。如教职员工职业犯罪情况下，相关教育主管部门要将其犯罪

与禁业信息及时存入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以便工作单位在拟聘用人员入职前

进行准入查询，若存在性侵、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犯罪等终身禁业情形的，

应当拒绝录用并书面告知其理由。此外，人民检察院应对从业禁止的落实情

况和单位履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提出改进建议；相

关部门亦可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26 条对违反职业准入查询制度的工

作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四) 加强典型案例通报与宣传教育 
利用职业实施的犯罪行为不仅危害了与该职业密切关联的公民人身、财

产安全，也对该职业的社会信誉和风评造成恶劣影响。保障从业禁止制度的

有效实施、预防职业犯罪，一方面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宣传与教育，定期召开

全国职业道德建设会议，提高从业人员的守法意识与职业道德水平；另一方

面司法机关应当针对重点问题及时发布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为各级法院

准确适用禁业制度提供参考[7]。现针对从业禁止的适用仅有证券市场领域一

例指导性案例，在教育工作、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安全、养老监护、环境治

理等职业领域有 44 例典型案例，但随着职业分工的细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利用职业实施犯罪将更加便利与隐蔽，必须加强对从业人员与单位的职业道

德教育，加强对司法机关适用禁业制度的指导，司法、社会、单位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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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从业人员中的“害群之马”，提高公民的职业素养，营造良好安全的从

业环境与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 

6. 结语 

从业禁止制度剥夺犯罪人的就业权，是对其罪行的处罚，更是对其再次

职业犯罪的预防，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是我国刑法发展的重要一步。理解

刑法中从业禁止制度，必须准确界定其适用主体、犯罪行为、刑罚要求、适

用期限等要素；完善刑法中从业禁止制度，必须进一步细化其适用、判决、

救济、保障等环节。在国家层面，适用从业禁止制度时进行禁业必要性审查，

判决做出后赋予行为人一定的上诉权，判决生效后建立复权制度，以对其人

身危险性进行动态评估。该过程中不能忽视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在单位层

面，积极推进职业准入查询制度，做好司法判决与单位准入之间的有效衔接。

在社会层面，各方加强职业义务教育与宣传，提高从业人员守法意识与职业

素养。 
本文针从业禁止制度的立法背景、概念性质、设立意义、适用条件以及

完善路径做出简要论述，并以教职人员职业犯罪问题为切入点，基于教师职

业的特殊社会影响力，对新时代师风师德建设起到一定警示与推动作用，也

因该职业的高频犯罪率而对从业禁止制度在各职业领域的适用起到借鉴价

值，做到了结合犯罪代表性职业和社会热点问题以加强对从业禁止制度的认

识与完善。然而，社会众多职业犯罪具有其自身特点，自然不可一概而论，

构建全面清晰的禁业制度体系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的共

同努力，推动营造从业领域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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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刑法中从业禁止制度研究 

——以教职员工职业犯罪为切入点 

摘要：目前社会上存在较多利用职业便利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其中教

师职业犯罪问题频发。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校园内未成年学生的保护力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教师从业禁止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文以刑法中

从业禁止制度为研究对象，在内容上探索其立法背景及性质，并以教师职业

犯罪问题为切入点，分析其适用条件，最后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推动构

建更加清晰的制度体系，在解决特定职业领域犯罪问题和塑造职业伦理方面

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关键词：刑事从业禁止，职业犯罪，适用条件，教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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