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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金融犯罪新问题研究》主要介绍对当前金融犯罪的新问题的研究，内容包括破坏金融管理
秩序罪疑难问题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和范围、金融领域经济犯罪新形态研究、论我国刑法中的背信
类犯罪及其立法完善、试析不当得利与侵占罪、如何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善意受票人、改
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犯罪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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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疑难问题研究第一节 上海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情况调查一、当前上
海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总体状况二、导致现状产生的原因分析三、当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法
律适用疑难问题第二节 货币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一、犯罪概况和境内外立法比较二、货币犯罪
共性问题三、司法适用疑难问题四、立法完善建议第三节 妨害金融机构管理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
究一、犯罪概况和境外立法状况二、我国的金融机构三、司法适用疑难问题四、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第
四节 票证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一、犯罪概况和国内外立法比较二、票据犯罪的罪数形态三、司
法适用疑难问题四、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理解与把握第五节 证券期货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一
、犯罪概况和国内外立法比较二、证券、期货犯罪共性问题三、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第六节 违反金融管
理职责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一、犯罪概况和国内外立法比较二、违反金融管理职责犯罪的行为
种类三、司法适用疑难问题四、对《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二条第一款的理解与认定第七节 洗钱和
外汇犯罪研究一、犯罪概况和国内外立法比较二、洗钱罪法律适用中的争议问题三、此罪与彼罪的界
限第二章 经济犯罪的概念和范围第一节 我国1980年代经济犯罪的概念第二节 中外经济犯罪概念的比
较第三节 对中国1980年代经济犯罪概念的反思第四节 世纪之交的经济犯罪概念和范围第五节 经济犯
罪概念的若干注意点一、广义的经济犯罪与狭义的经济犯罪二、营业活动与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犯
罪三、个人的非营业行为与经济犯罪四、侵犯客体五、国际性的经济犯罪六、纵向经济犯罪第六节 关
于经济犯罪的具体类型的议论第三章 金融领域经济犯罪新形态研究第一节 打着委托理财旗号的犯罪
一、受托理财人的主体资格问题二、怎样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三、关于“保底条款第二节 操
纵证券市场和违规披露信息一、关于操纵证券市场二、关于违规披露信息第三节 “老鼠仓”与违法运
用资金罪第四节 “代理一级半市场股权买卖”引发的涉罪问题第四章 论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类犯罪及
其立法完善第一节 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类犯罪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刑法第169条之一）二、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刑法第185条之一第1款）三、违法运用资金罪（刑法第185条之一第2款）四、
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刑法第169条）第二节 与典型背信罪的比较一、从主体看二、
从行为和客观方面看三、从主观方面看四、从客体看第三节 关于我国背信类犯罪的立法完善第五章 
试析不当得利与侵占罪第一节 已有的研究一、�肯定的观点二、否定的观点三、笔者的观点第二节 笔
者观点的论证一、不当得利不阻却犯罪的成立二、不当得利不阻却侵占罪的成立三、对不当得利可以
构成侵占罪的进一步论证第三节 若干具体分析一、通过犯罪手段获得不当利益不成立侵占罪二、受益
人获取不当利益时的主观方面，不影响侵占罪的成立与否三、获取种类物的不当得利四、获取不表现
为物的利益的不当得利第六章 如何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善意受票人第一节 善意受票人的
认定标准第二节 对善意受票人的处理原则第七章 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成立与未完成第一节 问
题的提出第二节 成立与既遂第三节 危险犯与实害犯一、危险犯与实害犯的界定二、具体危险犯与抽
象危险犯的成立与未完成第四节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与未完成一、对罪状表述的评析
二、成立与未完成问题三、结语第八章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犯罪基础理论研究第一节 研究概况一、
从《决定》的发布到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二、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刑法
修改三、97刑法修改之后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问题一、经济犯罪的概念及其演变二、经济刑法学科体系
的构建三、共同经济犯罪四、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五、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罚配置六、经济犯罪
规范的解释七、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第三节 整体评论一、进步显著、成果丰硕二、关注立法、切合实
践三、学科构建、体系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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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利转贷是指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将套取的贷款转贷给他人的行为。
笔者认为只要比获取贷款的利率高就算是高利。
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高利就是指比社会中通行或法律认可的利率要高出许多的利率，如果行为人以
符合法律规定的利率实施转贷行为的，不构成本罪。
”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高利转贷他人，是指行为人以比金融机构贷款利率高出许多的利率将套取
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转贷他人，如果是一般的转贷行为，虽然违法但不构成犯罪，这是应当加以区
别的。
”②看来，前述观点依据的高利标准是不同的。
第一种观点以高利的法定标准来作为本罪中的高利，把高利转贷等同于民间的高利贷。
根据我国银行管理方面的法规解释，国家禁止民间高利放贷，对以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息4倍以上的
利息发放的应定为放高利贷，超过4倍以上的部分要依法追缴，不受法律保护。
这里对高利标准有明确规定，适用起来比较统一，但以此标准作为本罪“高利”的标准却有失妥当，
其理由在于：第一，这种民间高利贷的标准建立在以个人所有的资金发放贷款的前提上，其危害性主
要在于对金融秩序的破坏，而不涉及对信贷资金使用权的侵犯。
而本罪是双重的违法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民间放高利贷，所以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不妥。
第二，社会中通行的或法律认可的利率只能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如果是单位之间的非法拆借或个人借
贷，只能与同期的人民银行制定的利率水平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相比较。
以这种存款利率作为衡量贷款利率高低的标准显然不妥。
因为银行存款利率远比相应的贷款利率低得多，正是如此，商业银行才可依靠信贷活动牟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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