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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理论与实务》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系列
教材”之一，供高职高专法律专业使用。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保卫国家利益有比其他部门法
更为重要的作用。
刑法学是法学体系中基本、重要的部门法学，是教育部所确定的高等法学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本书按照高职高专以培养“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宽、素质高的专门人才”的
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与时俱进思想，力求正确阐释刑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
知识，直面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发、重点、疑难犯罪，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应用性、时代性和相对系
统性、稳定性。
　　本书由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重庆警官职业学院部分长期从事刑法
教学和律师实务的老师合作编写。
由主编刘杰拟定编写大纲和编写要求，再由各撰稿人分工撰写，尔后讨论修改，由湘潭大学法学院法
学博士谭志君先生审稿，最后由主编统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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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理论与实务》供高职高专法律专业使用。
在刑法总论部分，对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理论和刑罚的基本原理及其具
体应用问题作了系统而有重点的阐释；在刑法分则部分，着重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重点、
疑难犯罪的罪刑规范，及其理论、常见的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
对刑法基本原理的论述和具体犯罪的阐释，有详有略、重点分明，做到理论上够用，突出操作性。
　　《刑法理论与实务》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等院校、本科二级学院、本科
院校高职教育法律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生学习使用，也可供五年制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及其他有关
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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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伪造货币罪　　（一）伪造货币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伪造货币罪，是指仿照货币的式样
等制造假货币，冒充真货币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
本罪的对象是货币。
货币，是指可在我国国内市场流通或者兑换的人民币和境外货币。
在我国国内市场不能兑换的外币和已经退出流通、停止事业的古钱币、废钞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货币法律法规，伪造货币的行为。
伪造货币，是指按照货币的式样、票面、图案、颜色、质地、防伪标记等特征，使用描绘、复印、影
印、制版印刷、计算机描绘等方法制造假货币，以假充真的行为。
行为人必须有伪造货币的行为，至于伪造到何种程度及其数量多少，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但依据司法解释①规定，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2 000元以上不满3万元或者币量在200张（枚）以上不足3
000张（枚）的，以犯罪论处。
货币面额应当以人民币计算，其他币种以案发时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只能是16周岁以上符合犯罪主体条件的自然人。
行为人制造货币版样或者与他人事前通谋，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版样的，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具有使伪造的货币进入流通的意图。
　　（二）伪造货币罪的认定　　1.本罪与变造货币罪的界限。
它们在犯罪构成要件上有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其显著区别是客观方面不同：（1）行为方式不同。
伪造是仿照真币进行制作，将非货币的物质加工成为“货币”，即“无中生有”；变造是在现有的真
货币上进行加工，使货币在票面金额、张（枚）数量上有所改变的，即多为“有中生多”。
（2）构成犯罪的具体标准不同。
本罪是行为犯，刑法并没有规定伪造货币数量较大的才构成犯罪；变造货币罪则以变造货币数额较大
的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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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理论与实务》按照高职高专以培养“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宽、素
质高的专门人才”的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与时俱进思想，力求正确阐释刑
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直面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发、重点、疑难犯罪，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应用
性、时代性和相对系统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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