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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在八十余年办学历程中，重大人不能淡忘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在这一天，重庆
大学法学院经过两年艰辛筹备后恢复重生！ 自这一天，一经站立的她就迈开了坚
实的步伐，缘由是如此充分：早在 １９４５ 年重庆大学就成立了法学院；新中国成立
后，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法学院调出成为新建西南政法学院的骨干力量；改革
开放后恢复高等法学教育不久，重大在 １９８３ 年即开设了经济法课程；１９９５ 年重大
获准法学本科专业招生；１９９９年申报新兴的环境资源法硕士点⋯⋯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法学院师生严谨治学，直面挑战，坚韧奋斗，创造了不同

凡响的“重大法学现象”，孕育形成了独具特色优势的学科领域与研究方向。 ２００５
年法学院获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授权点，并取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０６
年“西部环境资源法制研究中心”核准为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２００７ 年获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２００８ 年单独立项进入国家“２１１” 工程； ２００９ 年建成法学一级
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法学本科专业成为重庆市高校特色专业；２０１０ 年重庆大学法
学学科成为“９８５”工程建设学科；２０１１年建成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法学
一级学科被评定为重庆市重点学科。 从教学科研的持续跋涉中一路走来，重大法
学院正在踏实执著地积累并展现其学术研究的活力与创造力。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法学院恢复设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
向学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呈上“重大法学文库”。 它既是重庆大学法学研究的当前成
果集萃，也是对恢复建院十周年院庆的厚重献礼。 其中的著述，或为追踪民主法制
实务的研判，或为参与国家立法起草的感悟，或为创新法学理论的辨析，或为对法
制历史传统的厘清，皆是从法律实践的不同层面和法学理论的不同视角，为实施依
法治国方略而求是探理、评析献策。 文库是法学院师生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的结
晶，系统呈现了重大法律人思索拓新的积淀，昭示着重大法律人立志前行的期许，
承载着重大法律人投身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信念。
我们心存感激。 因为“重大法学文库”的编辑出版，离不开学界前辈的关心提

携，受惠于学界同行的真诚相助，得到了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 感恩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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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望得到评判、指正和扶持。
我们寄予期盼。 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正是砥砺催生法学

新思想、新理论的沃土和摇篮。 “重大法学文库”提供了这一学术交流平台，给观念
以碰撞，给思想以提炼，给治学以启迪，给价值以升华，期望能从中持续产生有益的
理论创新和实践昭示。
愿“重大法学文库”与法学院成长同行，越走越好。
愿重大法律人为中国的法治昌明和社会进步，奉献更多。

陈德敏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



前　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目前正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经济
体在内的世界经济格局。 如何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不仅是当下世界各国关注的一
大现实难题，也是学术界研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
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时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时代。 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有着密切
的内在关联：虚拟经济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诸种弊端
的总爆发和集中展现。 由虚拟经济诱发的金融危机不仅可从理论上予以证成，在
实践中由最近若干年来虚拟经济诱发金融危机的事实，也给我们足够多的鲜活例
证。 金融市场的安全运行需要法律环境的支撑，域外国家的虚拟经济安全法律制
度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法治化对策的得失成败，更为我们在预
防与遏制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构建更为合理和科学的虚拟经济安全法律制度提供
了充分的启示和警示。 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离不开国家经济干预职能的充分发
挥，国家干预虚拟经济的法律形式就是虚拟经济法，在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的过程
中，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法的仰赖。
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首先对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明晰了

虚拟经济诱发金融危机的过程和机理，这对于提高人们认识在预防与遏制金融危
机过程中虚拟经济安全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具有关键的意义。 其次对虚拟经济背
景下金融市场安全的法律环境进行了论述，明确了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需要重点依赖的法律制度类型。 第三，对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过程中国家的角色
进行了阐明，分析了国家干预虚拟经济的必要性、国家在保证虚拟经济安全中的意
义、职责和制度供给样式。 第四，对域外国家虚拟经济安全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
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对我国虚拟经济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及其



运行效果进行了深入的评析，为我国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过程中虚拟经济安全法
律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具体方向。 第五，指明了虚拟经济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是虚
拟经济安全，并以此价值观为指导，指出了在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变革
和完善我国虚拟经济安全法律制度的具体制度安排：包括在以刑法为代表的公法
领域内，为了虚拟经济安全，虚拟经济领域刑事立法应对危险犯罪加以确认，应对
虚拟经济国际领域的犯罪出手规制，等等；在私法领域内，应当对各种新型的金融
衍生品通过权法制度予以确认保护，进一步强化和维护信用制度，强化对各种金融
产品交易的监管，并通过民事责任制度来进一步实现虚拟经济领域的责任分配均
衡，等等。 当然，虚拟经济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经济法法律制度的完善和
变革，本书认为应当通过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运行，即通过合理程序的法律设定、调
控的主体、权限的法律明确、调控过程的一致行动等方面来保障金融调控的规范、
科学与高效，另外应构建金融危机预警法律制度，对金融危机的认定、预防过程用
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还应该建立金融危机应对基金法律制度，从而保障金融危机应
对的物质基础，最后是司法保障对于虚拟经济安全运行的重要性，分析了司法权保
障虚拟经济安全的路径和技术等。
本书是教育部课题“中国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对策研究———以虚拟经济安全

法律制度建设为视角”（项目号：０９ＹＪＡ８２０１００）的最终成果。 写作的具体分工如下
（按所写章节的先后顺序为序）：第一章由胡光志（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靳文辉（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撰写；
第二章由周强（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撰写；第三章由胡光志撰写；第四章由
周昌发（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撰写；第五章由陈云霞（西南民族大学法
学院讲师，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撰写；第六章由陈晴（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撰写；第七章由靳文辉撰写。 全书由靳文辉统稿，胡光
志审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２０１２年 ４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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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危机与虚拟经济的内在关联

２００７年以来，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为标志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全
面爆发。 短短数月，危机急剧恶化，近百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和涉足次级抵押贷款
的银行宣布停业或破产，如被誉为“华尔街骄子”，以管理完备著称的贝尔斯登公
司、雷曼兄弟公司、美林证券公司等在这次危机中无一幸免，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也
全军覆没。① 同时，该危机还迅速波及“同住地球村”的世界各国，扩展成为一场全
球共振的金融风暴。 据日本枟每日新闻枠估计，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
融市场已经蒸发掉了 ２７ 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 ２００７ 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
中国五个大国 ＧＤＰ的总量，几近于 ２００７年全世界各国 ６０万亿美元 ＧＤＰ总量的一
半。② 不仅如此，危机还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引起了部分国家的外交纠
纷。③ 无独有偶，爆发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同样源于虚拟经济领
域———１９９７年，泰国突然爆发了一场货币危机并发展成一个金融和经济危机，该
危机迅速波及东南亚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与地区，被誉为发展奇迹的亚洲经济“四小
龙”也难逃这场厄运。 危机中，大多数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货币与资产价值跌落了
３０％～４０％，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经济下跌得更为厉害，东南亚与东亚地
区的银行和企业陷入空前的财务困境。 泰国、印尼和韩国不得不请求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ＩＭＦ）援助。 到了 １９９８ 年，所有受到影响的经济实体，包括金融和企业素
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由虚拟经济诱发
的金融危机及其危害从上述事例中可窥一斑。
一般认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现代市场经济已

经发展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时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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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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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时代。 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发展和
支持，因为虚拟经济能够解决资本要素有序的自由流动和高效利用等问题，可以在
更高层次上完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是，如果运筹管理不当，虚拟经济也可能
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是巨大的破坏作用，其典型特征就是引发泡
沫经济和金融危机。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当今时代的金融危机大都源于虚拟经济，
是虚拟经济弊病的集中爆发和总反应。 因此，从理论上对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关
系进行分析解读，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规范虚拟经济的运行，以及有效预防
和遏制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具有关键且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诠释金融危机的当代经济学理论———虚拟经济理论

早在 １９１０ 年，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鲁道夫 · 希法亭 （Ｒｕｄｏｌｆ
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１８７７—１９４１）出版的枟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枠一书中，
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当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即由银行资本与
产业资本联姻形成的金融资本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①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构成都是多元的。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国家和地
区的全部经济金融化的价值都可以构成倒置的金字塔结构，该结构分成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为金字塔底部，以实物形态存在的物质产品；第二层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
贸易；第三层是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第四层是完全虚拟的金融衍生品。 “倒金
字塔”结构有其严密的构成规则和运行规律。 总体而言，“倒金字塔”结构上层部
分的增长要远高于底层部分的增长，整个“倒金字塔”结构增长呈现出一种非线性
特征。②

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关键构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化，以有价证券为主的虚拟资产与国民生产
总值相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据统计，“２０００ 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
１６０万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约为６５ 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柜台交易
额约为 ９５万亿美元，而 ２０００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也只有约 ３０ 万亿美元，
这就是说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实体经济的 ５倍。 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
量高达 １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 ５０ 倍。”③“根据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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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副行长朱民的统计，２００７年全球外汇交易量约为 ２ 万亿美元／日，９８．５％的交易
量是在无任何贸易、生产背景下发生的，交易纯粹以资金流通、赢利和风险规避为
目的。”①还有学者统计，在股票市场，１９９９ 年全球发达国家股市市值 ３０１ ８００ 亿美
元，而全球生产总值３０１ ０００亿美元，即股票资产占 ＧＤＰ的比率已超过 １００％，其中
美国股市市值占 ＧＤＰ的 ２４４％、日本为 １７８％、即使并不发达的印度也达到了 ９３％；
在外汇市场，每天外汇交易量 １９７３ 年为 １００ 亿 ～２００ 亿美元，１９８６ 年达 ２ ０００ 亿
美元，１９９５年达 １０ ０００亿美元，１９９８ 年达 ２０ ０００ 亿美元，均为世界进出口贸易总
额的 ６０倍，但大多数外汇交易与实际贸易无关；在债券市场上，至 １９９８ 年底，各国
政府和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余额约 ３２．６ 万亿美元，当年全球新发债券总额为
２．６万亿美元，同年美国国债交易额为 ５６ 万亿美元；在衍生工具市场，１９９９ 年全球
金融衍生工具已达１ ２００多种，但交易额的 ９８％与实体经济无关，１９９８年全球各交
易所的衍生工具交易额为 ３９０ 万亿美元，年终未平仓合约为 １３．５ 万亿美元。② 可
见，虚拟经济作为一种与实体经济相关联并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经济形态，在现
代国家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规模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达程度
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虚拟经济对于一国经济具有“对国民经济的扩张功能、

加速资金循环流通功能、对资金流动具有良好的引导功能、对资金的聚集功能、使
价值在流通中增值的功能”③等独特优势，但是它同时也存在高风险、不稳定性、脆
弱性等诸多弊病。 正是虚拟经济所具有的“双刃剑”特点，理论界对虚拟经济的研
究也是众说纷纭，各种观点纷呈，因此，对虚拟经济理论的梳理和评述，厘清相关概
念，对虚拟经济进行多元的认知和解读，十分必要。

（一）虚拟经济的概念

对虚拟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是从经济学开始的。 在国内，据学者刘冠军、刘刚考
证，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至 ９０年代初，虚拟经济概念便在我国出现。 在国内发表的期
刊论文中，最早明确使用“虚拟经济”范畴的是程极明，他于 １９８９ 年在枟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枠发表的枟略论“象征”经济与“实际”经济枠一文中指出：“经过战后
４０年来的发展，世界经济，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象征’
经济（又称‘虚拟’经济，指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流动）占了很大份额，‘实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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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实物’经济，指货物和劳务）与‘象征’经济相比，占了较小的份额”。① 随
后，经济学界围绕虚拟经济及其相关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随着讨论的扩大
及深入，虚拟经济这一新鲜名词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 然而，对于什么是虚
拟经济，将虚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加以研究究竟有无意义，学者们却存有较大
的争议，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六种：
第一种观点是以成思危、刘骏民先生为代表，主要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

系入手来界定虚拟经济。 最早关注并系统论证虚拟经济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
危先生曾言，国际上对于虚拟经济并没有一致的定义，关于虚拟经济的概念、理论
大体上有三类范畴，但是中文都将其译作虚拟经济：“第一类范畴是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是指虚拟资本以金融平台为主要依托的各种经济活动；第二类范畴是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指的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包括众所周知的电
子商务，有人建议将它译作拟实经济；第三类范畴是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是用计算机模
拟的、可视化的经济活动，把经济活动做成模型，然后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 例如
在推出某一个经济政策之前，可以在计算机上先做模拟，看看效果如何，可能产生
什么问题，可以将它译作可视化经济。”②就虚拟经济的渊源而言，成思危先生认
为，马克思在其巨著枟资本论枠第三卷中提及虚拟资本的概念———“虚拟资本这一
词语早在 １８４０年就由威· 里瑟姆（约克郡的银行家）在其枟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枠
（１８４０年伦敦增订第二版）中使用过，主要指的是空头汇票（票据）。 马克思在其
枟资本论枠第三卷第五篇，特别是在论述信用的第 ２５ 章以后，对虚拟资本进行了深
入系统的研究。”③随后，他认为，尽管虚拟经济的概念和释义尚无定论，但最为普
遍的解释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
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是指“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
式，是与虚拟资本以金融平台为主要依托所进行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
其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综合。 在实体经济活动中，资本必须经过交换—生产—
流通—交换这一循环才可能产生利润。 但是在虚拟经济活动中，资本不需要通过
这一循环就可能产生利润。”④南开大学刘骏民先生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
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内在的波动性。 从广义上讲，
虚拟经济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 包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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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房地产、无形资产、某些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产品及其他可能长期或短期进
入这种特殊运行方式的有形产品和劳务。① 在枟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枠一书中，
他说道，“虚拟经济（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虚拟
经济是除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包括体育、文
艺、银行、保险、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房地产除去建筑业创造的产值、教育、广告
业，等等。 狭义的虚拟经济仅指所有的金融活动和房地产业。”②当然，就虚拟经济
发展的渊源而言，刘骏民先生也认为虚拟经济是一个源自马克思主义并且属于中
国经济学概念，“虚拟经济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研究，
它不是追踪国外研究的结果，而是中国学者从实际出发，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提
出的研究课题。 如果经济理论的研究课题有知识产权的话，虚拟经济课题的‘产
权’是中国人自己的，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③李晓西先生则认为虚拟经济是指相

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
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
债券、产权、物权以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等。④ 另外，在该种观点的指引下，还有学
者区分了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从本质上看，虚拟经济乃是虚拟资
本运作的实体化。 在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中，虚拟资本在持有和交易
过程中形成的有关经济活动，称为虚拟经济。 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虚拟资本的买卖
来获取利润的交易活动的总和，即“钱生钱”的经济活动。 这一活动主要是通过金
融市场来运作。⑤

第二种观点从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角度来界定虚拟经济。 在刘维刚、张丽娜看
来，“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依靠现代通信和电子网络技术在全球金融
与证券资本市场中实现虚拟资本交易、清算与流动的经济形态。”⑥主张这一观点

的学者还有王静等，认为“新的虚拟经济是网络经济”，“传统的虚拟经济”是指“由
证券、期货和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经济”。 而“新的虚拟经济”即
是“网络经济”，“当前人们逐渐认可的虚拟经济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
内进行的经济活动。 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
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并存且相互促进的。”⑦郭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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