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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E_E5_90_88_E5_c122_483871.htm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

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小部分，而对合同

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财物的行为。合同纠纷，

是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

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市场竟争

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诈骗分子为了实现对非法利益的追逐，

通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活动，而使合同诈骗

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使二者不易区分。在检察实践中

应当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呢？ 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和把握：一是主观方面。看行为

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相，以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

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

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二是履约能力。看行为

人是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还

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担部分担保责任的能务。三是

欺骗手段的程度。看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

是只在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四是履行合同的

行为。订立合同后，看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

，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取非法利

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积极态度，

既取得一定利益，又承担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的界限



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以骗取财物为目的，其合

同诈骗罪的特征就较为明显。是通过履行约定民事法律行为

而获得经济利益，而未能全部履行合同义务，相对而言，经

济纠纷的特征就比较明显。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还

需要进一步从行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是否采用

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个主方面

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一)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检察实践中，下列三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

实际能力：1、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

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

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筹集到履行合同所

需要的资金和物品。3、行为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义务

时，自己和他人能提供担保，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也根本不

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财物占为已有，就应以合

同诈骗罪论处。但仅以此为根据作出判断，难免会出现差错

，因为履行合同的能力有无和大小还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处于一种可变的状态。要区分合同诈骗罪和经济纠纷，还须

考察其他因素。 (二)行为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利用合同诈

骗的人，一定要采取一定的欺骗手段使对方上当。这种手段

一般包括：1、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需

要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而且价格优惠，且能及时供

货；自己根本没有经营资格和条件，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

，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2、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

真。如假冒厂长、经理、采购人员、促销人员，甚至打着政

府官员、社会名流等招牌欺骗对方，伪造工作证、介绍信、



银行凭证和印章等使对方确信而上当。3、规避法律，利用对

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规定，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

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

的目的和实质。 (三)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一

般而言，大凡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后，总

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观因素不能实

际履行，也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

人，在合同签订后，却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点履行

合同的行为，也是象征性的“虚晃一枪”。签订合同后财物

一到手，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大肆挥霍，或者用作与合同毫

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此情况，不论其有无

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四)考察标

的物的处置情况。在行为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

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的所有权。如果当事人

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

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

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

诈骗罪犯罪人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一但非法

取得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

，或从事非法活动，或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

本不打算归还。 (五)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通常而言，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

方提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进行一定

程度的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都不会逃避承担责任。

在自己违约确凿无疑之后，通常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

定承担责任的行为。而利用合同诈骗的人，由于明知自己根



本不可能履行合同，当然也就无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

生后，行为人想方设法使自己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

回其遭受的损失。 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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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