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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为研究生专门编写的一套教学用书。
　　研究生是否需要编写教学用书？
研究生教学活动中采取教学用书的做法是否会束缚研究生的思维？
是否会影响教师开展更加具有创造性的研究生教学与培养活动？
研究生教学用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面对并且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尽管这些问题尚有争议，但我们仍然选择了启动研究生培养改革项目。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生人数的扩张、专业学位的发展、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增加，随着知识的膨胀与研
究成果的不断更新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标准的变化，越来越需要有一种能帮助教师与
研究生及时对话、沟通信息渠道，同时为研究生展开思考与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指引的工具。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几点想法，希望与同行共享：　　一、研究生教学用书依然具有教学
用书的特点。
　　研究生教学用书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有的学者理解，编写教科书，是一门学科里的学问臻于成熟、教学自成体系的显著标志，在某些时候
，也是创建、恢复或移植学科体系的便捷方式。
本科教材就给很多人这样的预期：教材是通说或定论的载体，是理论大厦的地基，是知识宝库的钥匙
。
我们认为，尽管研究生教育的知识深度有所不同，研究生培养仍需承载类似的任务，研究生教学用书
仍应具有这种功能。
有鉴于此，系列用书将充分正面肯定各个专业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适当阐述该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
体系。
读者通过研读这些著作，有望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现状形成一个较为便捷、全面、
系统、权威的把握。
　　二、研究生教学用书要充分体现研究生培养的特殊性，凸现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与规律。
　　研究生培养不同于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用书也不同于本科生教材。
通常的教材编写惯例与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甚兼容。
有的院校坚持“百花齐放”，不统一使用研究生教材，有的慎重出版了具有特色的研究生教材。
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研究生教育素有专题、互动、讨论、指导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等的经验，以更加个性化的方式与创
新思想、创新知识、创新技能培养目标等为核心介绍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强调教学内容
的创新价值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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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经济犯罪的理论分析、司法实践和立法完善三个角度，对经济犯罪进行剖析，为经济立法提供
借鉴。
在理论分析部分，对经济犯罪的发生原因、惩治与预防作了细致分析；在司法实践部分，以犯罪客体
为标准对各种进行犯罪分类，逐一分析各罪在实践中的表现及特征；在立法完善方面，从立法政策、
配刑结构等角度对经济立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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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经济犯罪的理论分析篇　　第一章 经济犯罪的社会特征　　经济犯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
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时代性特点。
近几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加速转换，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较之过去，无论在犯罪
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后果，还是在案发范围、犯罪查处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犯罪已经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卜一个层次甚至每一个角落，有
些经济犯罪在地域上已经扩展、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或地区。
同时，它与其他犯罪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与整个社会的复杂性相适应且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
要研究经济犯罪，在法律上对经济犯罪作出符合时代、社会及犯罪特征的科学规定，首先应对经济犯
罪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深刻和系统的考察，如此才能加深理解其运动规律，切实把握其内在本
质和法律特征。
　　第一节　经济犯罪鲜明的时代性　　经济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古有之。
当社会处于自然经济时代时，有破坏自然经济的犯罪；当社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有破坏计划经济的
犯罪；而当社会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经济犯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经济犯罪，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如今已不可同日
而语。
例如走私犯罪，计划经济时代有，市场经济时代也有，但同样是走私犯罪，其犯罪的规模和涉及的物
品种类、价额，二者已不能相提并论。
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商品的生产、流通都被纳入计划的轨道，商品的进货渠道、销售渠道
也是按规办事，所以走私的物品一般仅限于日用小商品、小家电之类。
这种走私活动虽同样危害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但它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并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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