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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犯罪再研究》是我们研究成果的书名。
这里所说的“再”，表示又一次的意思。
的确，在7年前我曾和陈吉双、乔守东二位研究生就金融犯罪问题开展了研究，并出版了《金融犯罪
研究》专著。
7年之后。
促使我们又一次选择这一研究课题的动因在于：    1．金融犯罪在立法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1997年系统修订的刑法施行后，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颁布了一个《决定》，即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和六个《刑法修正案》。
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就是关于金融犯罪的单行刑法，是对金融犯罪的修改和补充。
在六个《刑法修正案》中，有四个是针对或涉及金融犯罪的，如《刑法修正案》（一）、（三）、（
五）、（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融犯罪是近年来我国刑法上变化最大的一类犯罪。
    金融犯罪在立法上的变化的表现，乃是立、改、废。
立就是增设了一些新的金融犯罪的种类，如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罪，骗取贷款、信用罪，背信挪用罪
，违规运用公用资金、保险资金、证券投资基金罪。
改是指修改和补充了某些具体种类的金融犯罪的构成条件和法定刑的规定。
例如，在逃汇罪中，将其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把决定本罪界限的“情节严重”改为“数额较大”；在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中，修改了批准
设立金融机构的机关，即把“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修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增补
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列举性规定；在洗钱罪中，通过两次立法修改，其对象已扩大至恐怖活动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依照《刑法修正案》
（一）、（六），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被调整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其罚金刑由倍比制改
为法官拥有较大裁量空间的不定额罚金，并在此基础上，增补了一档新的法定刑，即：“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改涉及罪与刑的两个方面，构成了金融犯罪在立法上变化的主画卷。
所谓废是指废除或取消金融犯罪的个别罪名和某些犯罪的个别要件。
例如，依照《刑法修正案》（六），取消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罪名，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
的行为作为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又如，从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取消了“以牟利为目的”和“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这
两个构成条件，放宽了它的构成标准。
    金融犯罪在立法上的变化，是对处在转型期社会的现实变化的反应，它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
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犯罪研究是一种规范性、实证性的分析。
它不能依靠思辨或想象的力量去进行，必须面对立法上的变化去研究。
    2．司法实践的呼唤。
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在审判实践中，金融犯罪是歧义甚多的一类复杂犯罪。
比如，在金融诈骗类犯罪中，法律只对两个罪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余的6个具体的金融诈骗
罪是否也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伪造货币、票证等伪造类犯罪不是法定的目的犯，能否把它们视为隐含的目的犯？
依照l997年《刑法》，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是具有透支功能的。
使用伪造的不具有透支功能的借记卡，是否构成本罪？
又如，在保险诈骗、贷款诈骗等犯罪中，法律采取行为的列举式规定，这些行为是彼此不同的，如何
认定它们的既遂与未遂？
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的分歧意见往往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
    从目前的情况看，前述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如金融诈骗类犯罪的目的、借记卡等；也有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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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悬而未决，如隐含的目的犯等。
即使已经解决的金融诈骗类犯罪的目的问题，也存在深层次的目的推定问题。
以上仅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实际存在的问题远多于此。
《刑法修正案》的相继颁布，也给审判实践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例如，新增补的背信挪用罪的成立不以归个人使用为目的，也不要求数额较大，这同挪用公款罪、挪
用资金罪是截然有别的。
这种由结果本位向行为本位的转变，在审判实践中的效果如何？
金融犯罪的修改是其在立法上变化的重中之重，更是会引发一些实际问题。
    法律适用中的问题，看似是立法与实践的矛盾，但归根结底是认识与实践的矛盾关系问题。
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司法实践服务。
面对司法实践的呼唤，刑法理论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
    3．学术热情、兴趣使然。
参加《金融犯罪再研究》的诸作者都是我指导过或正在指导的研究生。
尽管他们的重点研究方向各有不同，但对金融犯罪的研究都抱有热情。
有的从事经济犯罪的研究工作并参与《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过程，有的在金融犯罪研究方面兴趣浓厚
并多次发表论著，更多的是经过岁月的锤炼，在知识结构与理论思维上日趋成熟。
是共同的热情和学术兴趣使我们融为一个整体。
认识金融犯罪是同研究主体相联系的。
研究主体热情高、视野开阔，金融犯罪的“问题”就多，反之也是如此。
    《金融犯罪再研究》从问题出发，因此它的结构并不那么整齐划一。
对于新增之罪，我们重点阐述其立法背景和全面描述其构成要件；对于修改之罪，我们重点描述其变
化，在此基础上评析改的利弊；对于其余金融犯罪，我们重点研究其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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