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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在调节、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其重要性自
不待言。
金融犯罪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和劳动分工细密化的衍生物。
所谓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领域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危害国家有
关货币、银行、信贷、票据、外汇、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管理制度，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情节严重
，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作为一种法定犯，它是对既有金融法律法规的违反；作为一种刑事犯，它是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毒
瘤”。
金融犯罪问题的日渐突出，正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
近几年来，我国的金融犯罪形势较为严峻。
从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看，金融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作案
和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的现象突出；单位犯罪和跨国、跨地区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趋向专业化、智能化
，新类型犯罪不断出现；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挥霍、转移赃款或携款外逃的情况经常发生，危害后果
越来越严重。
无论从保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出发，还是从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角度考虑，对金融犯罪进行深入研究
都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关于金融犯罪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从犯罪学角度展开，即使刑法学角度的研
究也往往偏向于注重对金融犯罪中各具体犯罪的构成特征进行探讨，对于金融犯罪构成中的一些共性
问题的探讨研究仍显不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领域的犯罪情况变化很大，现有的金融犯罪相关研
究已经很难反映出金融犯罪的新的特点和趋势，很多新类型金融犯罪案件经常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惑
和难题。
因此，就刑事法学领域看，在总结归纳国内外有关金融犯罪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基础上，对金融犯罪作
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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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金融市场上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成果共分十六个专题
，具体包括：金融犯罪的概念及分类依据，我国金融犯罪的成因及对策，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轨迹
，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和刑事立法完善，共同金融犯罪和单位金融犯罪研究，金融犯罪的数额认定
，金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研究，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犯罪研究，危害金融机构设立管理制度犯罪研究，
危害金融机构存贷管理制度犯罪研究，危害客户、公众资金管理制度犯罪研究，危害金融票证、有价
证券管理制度犯罪研究，危害证券、期货管理制度犯罪研究，危害外_汇管理制度犯罪研究，洗钱犯
罪研究，金融诈骗犯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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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否定说”认为，将金融领域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作为金融犯罪，很容易混淆金融犯罪与发生在金融
活动中以营利、牟取私利为目的的渎职犯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侵占、贪污、挪用、受贿犯罪，以
及盗窃、抢劫金融机构财物等犯罪行为的界限。
实际上，除诈骗银行外，盗窃银行、抢劫银行这两类犯罪均属于传统的财产犯罪，而不是现代意义上
的经济犯罪，更不是金融犯罪。
笔者认为，“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争议关键在于研究的视角不同。
“肯定说”侧重于广义的角度，“否定说”则侧重于狭义的角度。
从刑法理论及现行《刑法》规定分析，从狭义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即认为金融领域中的贪污、贿赂犯
罪不属于金融犯罪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
首先，把金融领域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与盗窃、抢劫银行犯罪相提并论，混淆了两者之间根本的区别
。
因为金融领域中的贪污、贿赂犯罪虽然也可能是针对银行实施的，即在对象上与盗窃、抢劫银行犯罪
一致，但是前者发生在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过程中，并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后者则与金融业务活动毫
无关系，也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在此，笔者尤其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盗窃、抢劫银行犯罪行为使银行的财产遭受损失，就认为是破
坏了金融管理秩序，从而把金融领域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与盗窃、抢劫银行犯罪予以等同对待。
这些观点显然是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混淆了，即以犯罪对象的相同性代替了犯罪客体的相异性。
其次，我国刑法理论在论述金融犯罪时通常都是从狭义上说的，无论是在论述金融犯罪总体的分类和
构成要件还是个罪的概念和特征时，都未将金融领域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作为金融犯罪看待。
究其原因，无非是金融领域中的贪污、贿赂犯罪虽然也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但是同时也侵犯了公司
、企业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后者理应理解为主要客体。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的性质理应由行为所侵害的主要客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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