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全球化与我国货币刑法的完善 

文/王后春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活动跨出国界,日益与国际间各国金融融合在一起,它包括金融机构、金
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国际化及金融立法和交易习惯与国际惯例趋于一致的过程和
状态。金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国际社会对金融的监管手段和方式趋于相同的过程，表现在刑法上
就是国际社会对跨国金融犯罪的规制趋于一致，在此背景下，研究国外刑法对货币犯罪规定以及借
鉴其合理的做法就显得尤其重要。 
   一、中外货币刑法制度之比较 
   (一)客体。除多数国家或地区将货币犯罪作为独立一类犯罪加以规定外,有的国家的刑法则将
货币犯罪作为危害公共信用的犯罪来看待。如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法国刑法典》第4卷第4篇为
“妨害公共信任罪”,其第2章“伪造货币罪”规定了危害货币管理犯罪。《意大利刑法典》第7章
“侵犯公共信义罪”第一节为“伪造货币、公共信用票据和印花罪”。而我国刑法将货币犯罪的客
体定性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二)主观目的。域外刑法通常都规定了危害货币管理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流通而伪造货币,而
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未要求主观目的。《德国刑法典》第140条第1款第1项规定,意图供流通之用,
或有流通可能而伪造货币,使票面价值具有较高价值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 
   (三)犯罪形态。域外刑法几乎对所有货币犯罪的未完成形态都作为犯罪加以处理,而我国刑法
未作如此规定。域外刑法对货币犯罪的预备和未遂主要有两种立法方式:一是比照既遂形态从宽处
罚。《德国刑法典》第149条:如果行为人预备为本人或他人制造货币而出售、保管或转让用于犯罪
的印板、模型、印刷组版、活字组版、影印负片、字模、纸张或类似工具,则处1年以下监禁或罚
金。至于行为人伪造的货币以及伪造货币工具,依据第110条的规定,应予以没收。对于使用伪币的
未遂犯,也应处罚。 
   二、我国货币刑法制度的完善 
   我国货币犯罪刑事立法应在以下几方面来完善: 
   （一）设立妨害货币管理秩序罪专节。我国《刑法》应将货币犯罪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分
离出来,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作为独立一节加以规定。将货币犯罪作为单独一节
规定,既可以突出对货币犯罪重视,也能使我国的货币犯罪立法与国外的货币犯罪立法相接近。 
   (二) 重新归类走私假币罪。我国《刑法》中的走私假币罪规定于走私罪一节中,在《刑法》
将货币犯罪作为独立的一类犯罪加以规定后,应将走私假币罪归入货币类犯罪中，应以客体而不是
以行为作为归类标准。  
   (三)增设某些新的货币犯罪 
   首先是增设取得假币罪,取消购买假币罪。现实中行为人取得假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采
购买的方式获取假币外,还可能请求他人无偿赠遗赠等方式取得。取得的外延大于购买。我刑法仅
仅将以购买方式取得假币的行为犯罪化而涉及到其他取得假币行为,没有前瞻性地规定国外法通常
规定的取得货币罪。因此,建议我国刑法购买假币罪改为取得假币罪。其次是增设交付假币罪,取消
出售假币罪。与取得假币罪一样,许多国家的刑法中规定有交付假货罪,在我国《刑法》关于取得假
币方面的犯罪行为有出售假币罪。行为人将假币转让给他人,完全能采用无偿转让的方式。交付外
延大于出售了能打击出售以外的其他交付行为,建议我国刑法购买假币罪改为交付货币罪。其实,身
份因素只需要作为量刑的加重因素可,刑法完全可以在普通人员的取得、交付假币罪增加一款内容:
金融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罚。因此,建议取消现有刑法中的金融工作人员买假币、以假币换取
货币罪。 
   (五)修改部分货币犯罪 
   首先是完善伪造货币罪立法，具体为：一是增加犯罪的主观要素。从上述众多国家的刑法规
定看,伪造货币罪在主观方面都强调必须具有使假币具有流通或使用的目的。虽然我国刑法理论对
于伪造货币罪一般也认为须具有此目的,但毕竟并不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仍可能引起理论上和执法中
的分歧。笔者认为,行为人伪造货币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炫耀技术,有的可能是出于政
治目的,但只有意图将假币投入流通的,才能构成本罪。因此,为避免司法中不必要的争议,建议我国
刑法中的伪造货币罪明确规定以进入流通为目的或意图进入流通的主观目的要件。二是增加数额较
大的要件。我国新旧刑法关于伪造货币罪的规定,都没有规定以数额作为定罪起点。能否认为,伪造
货币行为,不论数量多少,都构成犯罪呢?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曾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刑



 

法未规定伪造货币行为的起刑数额,那么只要实施了伪造货币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行为人出
于什么目的,使用何种方法,也不论伪造货币数量多少。〔4〕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本罪属行为犯,
即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本条规定的行为,就构成伪造货币罪。但刑法分则规定的任何具体犯罪,都受刑
法总则定罪处刑原则的具体规范。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
犯罪。伪造货币同样存在这种情形。如果行为人伪造了一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就不一定非按犯罪
处理。但本罪亦属经济犯罪之列,数额的多少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便于实践操作,应有
一个起刑数额标准。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刑法分则虽然并没有在伪造货币罪法条中规定起刑数额,
但分则的规定是受刑法总则规定所指导的。我国《刑法》总则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应该适用
于刑法分则中。借鉴新解释的规定,笔者建议,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数额较大的伪造货币行为,构成犯
罪。 
   其次是完善使用假币罪立法，具体为：一是增加使用变造的货币内容。新《刑法》已将本罪
的对象限定为伪造的货币。因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把使用变造的货币作为本罪处理。这是因
为变造的货币数额一般较小,使用变造的货币一般社会危害性不会太大,因而可不按犯罪处罚。但
是,如果使用变造的货币数额较大,危害性很严重的,是否可以构成犯罪呢?对此,司法实践中,曾存在
过不明确之时。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5条规定: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总面额在5
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总面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依照刑法第172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在该《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表述犯罪对象上使用了假币一词。按照金融
界的一般理解,假币可以分为伪造的货币和变造的货币,是否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本罪的犯罪对象作
了扩大解释,不无疑问。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将《刑法》第172条的罪名归纳为持有、使用假币罪来
看,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作出扩大解释。因为,该罪名中所指的假币,与《刑法》第172相对应,
仅指伪造的货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19条规
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4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该追诉标准的规定明确指出,
本罪的对象是伪造的货币。2001年1月2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谈会
纪要》指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数额较大,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行为人是为了进行其他假
币犯罪的,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该《纪要》终于明确了本罪的对象是伪造的货币。它发布于最
高人民法院上述《解释》之后,可以看成是对《解释》补充说明。由此看,使用变造的货币不能以本
罪论处。如果司法实践中发生使用变造的货币数量较大且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的案件,该如何
处理?目前只能采用变通的办法按诈骗罪处理。在国外的刑法规定中,对于使用行为,都是伪造的货
币与变造的货币两种对象一起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应借鉴国外刑法的规定增加使用
变造货币的规定。二是使用假币应区分不同情节。我国《刑法》中仅规定为明知是假币而使用即善
意取得后知情使用这一种使用情况,而对恶意取得假币使用的,未作规定。而从国外的刑法规定看,
多数国家或地区对使用假币区分了不同情况,设置了不同的处刑标准。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可参考国
外刑法的规定,区分为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取得并予以使用或收受后知道是伪造、变造的货
币而予以使用的两种情况。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取得并予以使用,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罚金。收受后知道是伪造、变造的货币而予以使用,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六)设立犯罪预备和未遂处罚的特别规定 
   各国或地区的刑法中,虽然规定有多种货币犯罪,但在犯罪预备和未遂的处罚方面,一般仅仅限
于伪造、变造货币。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规定于总则中,这种规定方式给予法官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对所有他认为应予处罚的预备和未遂行为适用刑法,从严格限制刑法适用范围
看,这种规定方式有过于扩大的倾向,可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又不是对所有行为的预备和未遂都进
行处罚的。所以,从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的要求出发,在刑法分则中应对犯罪预备和未遂作出需要处罚
的特殊规定。一般可将那些立法者认为犯罪性质较为严重的并存在预备和未遂形态的犯罪以预备犯
或未遂犯加以处罚。就货币犯罪来说,我国刑法可借鉴国外刑法的规定,对于伪造、变造假币的预备
行为和伪造、变造、使用假币的未遂行为特别规定加以处罚。其他货币犯罪的预备和未遂由于犯罪
性质和程度较轻,可不处罚预备和未遂行为。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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