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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人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经济违法行为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在市场经济社会则更是如此。
早在15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把资本家视为人格化的资本的基础上指出：“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
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
％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r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
的危险。
”[1]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在我国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同样存在。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意为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法来规范，百姓就只求免予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
导，用礼教来规范，百姓就会知廉耻而且守法规。
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政”与“德”和“刑”与“礼”在任何阶级社会都是“二元”并行、相辅相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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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章《经济刑法立罪逻辑论》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探讨。
研究认为，“立罪至后”是经典作家理论的逻辑归结，也是刑法谦抑理论的逻辑结论，还是本体论上
的人性要求，因而应是经济刑法立罪的基本逻辑规则。
从金融刑法修正可见，我国经济刑法修正中的立罪存在“无先而后”现象，这背离了“立罪至后”的
逻辑规则。
“无先而后”现象的生成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因果逻辑：一是“刑法谦抑观”未真正树立——“立罪
至后”逻辑规则缺失——“无先而后”，二是“刑法万能观”潜意识存在——泛化的“刑法超前立法
”误导——“无先而后”。
未来经济刑法立法中“无先而后”现象的克服，有赖于观念的真正弃旧立新，但更重要的是有赖于技
术的补缺除弊，即“立罪至后”逻辑规则的确立、“刑法超前立法”误区的消解和“立罪至后”逻辑
规则在立法中的切实持守。
    第二章《经济刑法立罪根据论》是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探讨。
对于立法者为什么将某种行为归入刑事制裁领域的问题，通说的观是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另
一方面却不断有学者质疑社会危害性存在的意义。
我们以金融违法行为入罪立法为例，从犯罪本质的解读中得出经济违法行为入罪的双层依据：较低层
面的依据——社会危害性的评价，较高层面的依据——应受惩罚性的评价。
立罪标准是立罪依据的具体化，它应当在具备较低层面依据的基础上，从较高层面的依据去寻找。
循此思路，我们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违法行为入罪的五个标准：保护必要性、危
害产生可能性、行为处罚的合理性、证明的可能性和行为的可处理性。
金融违法行为人罪依据的讨论结果可以推演适用于全部经济违法行为入罪之命题。
    第三章《经济刑法立法技术论》是关于第三个问题的探讨。
笔者认为，科学的经济刑法立法需要科学的立法技术作保障，目前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在技术上存在诸
多问题。
如在经济刑法的文本模型技术方面，实际的单轨制经济刑法模式日趋成型，但是这不适应经济形势的
不断发展和变化；在经济刑法的条文关系技术方面，规定具体犯罪的条文之间的关系交错，不容易理
清；在经济刑法的条文内部技术方面，罪状设置中空白罪状过多、模糊技术使用失当，刑罚设置过于
宽泛(如绝对不确定的罚金刑)；等等。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具体改进方案。
如在经济刑法的文本模型技术方面，主张“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将较为常见、相对稳定
的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将那些“非典型”或者变动性较大的犯罪分散规定到相关的经济及经
济管理法律中去。
在经济刑法的条文关系技术方面，采用引证技术、除外技术手段，增加交错条文之间的区别度。
在经济刑法条文内部技术方面，罪状的客观要件设置应当尽量使用提示性规范以减少空白罪状，主观
要件应使用显示度高的特定语言来显示，刑罚设置则应当采取梯度加系数的设置技术。
    第四章《经济犯罪刑罚适用论》是关于第四个问题的探讨。
用刑之于犯罪犹如用药之于患病，与经济犯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特点相应，对于经济犯罪的用刑也需
要有理性经济人思维。
因此，用经济分析方法考虑对经济犯罪的刑罚司法配置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本章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成本”、“收益”为理论工具，对于不同刑罚之于
经济犯罪人的威慑效应作了分析。
然后，在将经济犯罪作轻罪与重罪划分和将轻罪和重罪又作内部等级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司法中对
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最佳方案。
即对轻罪应当优先适用罚金刑，而且罚金刑并不会造成对富人和穷人的不公正，反而对富人的威慑力
更有效率；对于重罪则从轻到重依次是：自由刑并处财产刑——无期徒刑并处财产刑和资格刑——死
刑并处财产刑和资格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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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应只谨慎地适用于极少数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经济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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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金融违法行为入罪依据之困惑　　1.1 入罪依据的学说纷争与基本分析　　目前学者们对于入罪
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1.1 社会危害性为入罪依据　　尽管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当前的刑法
学界饱受批判，但涉及人罪问题时，学者们又自然而然地将该理论作为最重要的依据。
在社会危害性依据的观点下，又演化出两个分支：　　一是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
该种观点认为，将某行为人罪的重要原因，是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其社会危害性比较严重，理
应追究刑事责任。
例如，有学者认为，广义的贷款诈欺行为包括三种：第一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贷款诈欺行为；前
两种已经在刑法中进行了规定，而第三种是一种狭义的贷款欺诈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应当进行入
罪。
还有学者提出了金融违法行为犯罪化，“应以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
　　二是以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
该种观点认为，仅依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尚不能准确判断行为是否应当人罪，因为严重的程度仅仅
是一种“量”的规定，而这种严重的“量”无法进行准确的衡量，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社会危害性的依
据较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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