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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7_c36_482357.htm 第十六章 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考点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主

体及其认定。区别：一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销

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较大的行为。所谓数额较大是指销售金

额达到5万元以上。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

罪要求以必须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作为其客观方面的构成特

征。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

的化妆品罪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再者，私营企业也可

以构成单位犯罪的观念应当确立。第二节 走私罪考点1：走

私贵重金属罪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界限所谓走私罪是指

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进行走私活动，破坏国家海

关监督管理制度，情节严重的行为。区分：一刑法151条2款

规定：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

属的行为，构成走私贵重金属罪。二、如果将境外的黄金携

带至境内，应当经海关的监管，并依法缴纳关税，否则如果

偷逃关税达5万元以上的，应当构成刑法第153条规定的走私

普通货物、物品罪。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注意本节在1999年刑法修正案中作了不少法条的修改） 第

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考点1：金融犯罪中相关具体罪名

之间的界限认定。一、出售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

有偿地转让给他人，数额较大的行为。客观上通常表现为低

于假货币的票面数额来出售，既可以表现为假币与真币之间



的交易，也可以表现为假币与实物之间的交换。二、购买假

币罪是指将他人持有的伪造的货币而予以收购，数额较大的

行为。主观上表现为明知是伪造的假货币，客观上通常表现

为以低于票面数额的价格买进，可以是有较少的真货币购买

换取较多的假货币，也可以是以较少的商品换取较多的假货

币。同时，法律将出售与购买假买假币的行为均规定为犯罪

。同样，没有购买行为也就无所谓出售行为，可见，二者是

相互依存的，这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之为对向犯。即二个或者

二个以上之行为人，彼此相互对立之意思经合谋而成立之犯

罪，因行为人各有其目的，各就其本人行为负责，彼此间无

所谓犯意联络，故并不以共同犯罪论。三、使用假币罪是指

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将其当做（即冒充）真货币在经济交往

、日常生活中运用，使不具备通用力的假币得以充当真币而

流通，数额较大的行为。至于行为人使用的范围与方法，在

所不问，既可以是在正常的社会活动，如合法的买卖交易中

使用，也可以是在非法活动中使用如用作赌资等。四、持有

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对其实际支配和控制，数额

较大的行为，“持有”即非法拥有亦即实际占有假币的状态

。同其他持有型的犯罪一样，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是为了实

施或者是因为购买假币或者使用假币等犯罪行为而自然地持

有假币的，则不应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只需以查明的其

他假币犯罪定罪处罚即可。只有无法查实认定持有人持有假

币是为了走私、出售、使用、或者直接来源于制造、变造、

走私、购买假币行为的，才能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才有

本罪成立与存在的余地。考点2：有关保险犯罪中虚假理赔的

处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虚假理赔的，



应当根据行为主体性质不同作出不同的处理：根据刑法183条

规定，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为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国

家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属于，

则以刑法第382条的贪污罪定罪处罚，如果不属于，则以刑法

第271条的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考点3：伪造国家有价证券

、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伪造金融票证罪、金融票证诈骗罪

等相关罪名的区别。一、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的对象是国库

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二、伪造公司、企业债券

的对象是公司企业的债券。三、伪造金融票证罪其犯罪对象

主要包括：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信用卡及银行结算

凭证等。但不包括：有价证券、公司企业债券在内。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考点1：保险诈骗罪的构成特征以及其与相关节犯

罪的关联。关于保险诈骗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刑法第198条1

款作出了明确的列举式规定，其中，该条2款又规定：行为人

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或者故意造

成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同时又构成

其他犯罪的，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考点2：贷款诈骗罪

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四

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

；五是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考点3：信用卡诈骗罪客观方

面的表现形式。一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二是使用作废的

信用卡的；三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是恶意透支的。所谓

恶意透支：是指持信用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超过规定

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行

为。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考点1：税务犯罪的有关问题，



主要涉及偷税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区别：一、偷税罪是指

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数额较大的行

为。是行为人应纳税但却采取种种手段逃避纳税的法定义务

、达到不缴或者少缴的目的。二、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以假

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

的的行为。是行为人根本没有缴纳应征税款而采用虚假的手

段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考点2：有关增殖税专用发票的犯罪

。刑法第206条规定了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

该罪为选择性罪名，可以分解拆开使用。考点3：抗税罪的构

成特征。据刑法202条的规定：抗税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

拒不缴纳应缴纳税款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在以暴力抗拒缴纳

税款的犯罪活动中，其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

按照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择一重罪论处，即应分别定故意伤

害罪、故意杀人罪。也就是说，抗税罪中的“暴力”原则上

不能包含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暴力行为，因为抗税罪的法

定刑幅度远远低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第七

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此部分无考题）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考点1： 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刑法第224条作出明

确的规定：主要包括：一是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

签订合同的；二是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

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是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

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

和履行合同的；四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

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

人财物的。考点2：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据刑法

第225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

物品，以及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行为。在

我国，烟草、食盐都属于专营、专卖物品。区分：一虚假广

告罪是指对所经营的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行为应当构成刑法

第225条的虚假广告罪。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指捏

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的行为应当属于

刑法第221条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