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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1.经济犯罪的认定是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过程，实体的核心是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程序

的核心是如何取证，基于此本书将刑事实体与程序进行统一。

2.经济犯罪是法定犯，具有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属性，双重违法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

类法律、法规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规定的衔接。 读者在阅读刑事条款时，需要清楚法律为何

禁止某种行为以及非禁止行为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作用，这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立法者为何将禁止行

为升格为刑事犯罪，本书收录了与经济犯罪相关的经济类法律、法规、规章，便于读者从更高层面把握

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3.学习、运用法律（包括刑事司法解释），必须深刻理解立法原意，立法原意的最好解读是刑事立

法解释、立法机关法律草案说明或者是司法解释制定机关答记者问，本书收录了相关内容，方便读者

理解立法原意。

4.针对经济犯罪个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作出过很多批复，这些批复是

上述机关会请经济管理职能部门作出的，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不仅解决了个案认定的疑难问题，对

相同案件的处理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希望读者能予以重视和关注。

5.读者在学习经济刑法时，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把握，可以把具有相同犯罪对象的罪名作为一

类犯罪来进行思考，围绕一类犯罪收集刑事法律规定、刑事司法解释、刑事批复、立法机关法律草案说

明、司法解释制定机关答记者问、经济类法律、法规、规章，这样即便于读者开拓视线、也便于保持法

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的完整性。 例如刑法第 170 条———173 条作为假币犯罪，围绕假币犯罪本书

收集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

纪要》、《准打击犯罪保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解释（二）》答记者

问》、《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对制贩假贵金属纪念币行为性质认定问题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伪造缅甸货币行为定性问题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等内容。

6.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法律规定不断完善，读者需要随时关注法律的最新动态。

7.本书在资料收集方面肯定存在挂一漏万之处，希望本书的内容和体例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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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刑 法 适 用 指 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选）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根据 1999 年 1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 年 8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5 年 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
年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9 年 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

正、 根据 2009年 8月 27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修正、 根据

2011年 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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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

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

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

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犯罪。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

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八条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 而按本法规定

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

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第十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

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一条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

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

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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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犯 罪

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

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

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 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十四条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

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

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

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

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

政府收容教养。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八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

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

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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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

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二十二条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三条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四条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第三节 共同犯罪

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九条 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

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四节 单位犯罪

第三十条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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