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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和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通过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等金融诈骗犯罪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犯罪

手法不断翻新，并趋于智能化，诈骗金额也越来越大，犯罪

分子由原来个人作案逐渐发展到内外勾结团伙作案，犯罪逐

渐趋于国际化。金融诈骗不仅侵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产权

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直接威胁到国家金融安全。

这类案件的发生除了诈骗分子手法隐蔽难以识别，或与银行

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处于发

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供求矛盾还会长期存在，各

方面的短缺现象尤其是资金短缺还很严重。在资金短缺，通

过正常的渠道不能获得资金的状况下,一部分人就想方设法采

取非法的手段获取资金，加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

经济模式的不完善，原有的社会控制机制不断松懈、变异和

废弃，新的金融内控机制还不完善，给金融诈骗分子提供了

可乘之机。由于金融诈骗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复杂的，对于

金融诈骗犯罪的防范和控制也不能是单一的，而应是多元的

，不仅要从法律方面大力加强控制机制建设和防范力度，还

应从社会预防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监控。 

关键词：金融诈骗 犯罪手段 犯罪数额 法律对策 社会防范 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金融诈

骗犯罪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金融诈骗不仅侵害国家和

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而且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危害国家的



经济安全。因此，打击金融诈骗活动，有效防范和遏制金融

诈骗犯罪的产生和蔓延，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一、金融诈骗犯罪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至今没

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

，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1、

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

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

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

为。2、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

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使金

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3、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

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我认为上

述三种定义均未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第一种观点

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

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

人财产等，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第三种观点

虽然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

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

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我认为，金

融诈骗犯罪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

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

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

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

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内



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

，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

等等。 二、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 近年来，金融诈骗犯罪的发

案率逐年增加，犯罪手法不断翻新，诈骗金额也越来越大，

已成为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案发的

情况来看，金融诈骗犯罪具有以下特点： 1. 涉案数额越来越

大 在我国，从1985年至1992年全国金融系统经济罪案的立案

数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曾经出现过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

是在1984年期间，当时全国性大规模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

，造成信贷规模失控，犯罪分子乘机进行贷款欺诈，出现第

一个高发期。经过3年“严打”，金融诈骗犯罪的发案率有所

下降。1988年国家紧缩银根，资金供求矛盾再度紧张，金融

诈骗出现第二个高发期。近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新旧金融体制之间出现漏洞，加上新的信用工具的不断出

现，金融诈骗犯罪又进入一个特殊的高发期。一些犯罪分子

为了追求享受，疯狂作案，金融诈骗案值动辄上百万元，超

过亿元的大案亦屡见报端。1995年以来，公安部承办了百余

起金融领域的特大犯罪案件，每项案件涉及金额均在亿元以

上，有的竟达几百亿元。如发生在河北衡水农行的备用信用

证诈骗案，犯罪分子骗取金额高达100多亿人民币。北京市公

安机关侦破的“新国大”期货诈骗案，案值亦达5.32亿元。这

些案件案值之巨、涉及面之广、受害者之众、社会影响之大

无不令人震惊。“仅在上海地区，根据三年的统计数字分析

，金融诈骗犯罪已占整个经济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弱，而案

值则超过三分之一甚至达到三分之二左右，已稳居经济犯罪

中主要犯罪类型地位。” 2. 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 金融诈骗是



一种智能化犯罪，犯罪分子不仅智商高而且精通有关的金融

业务和法律知识。随着国内银行业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建设

的推进，传统金融业务的处理手段和程序已相继退出，取而

代之的是电子化的资金转账系统、数据清算系统、自动柜员

系统及银行数据交换中心和数据备份中心等现代化的调拨、

转账、清算、支付手段，这就为金融诈骗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犯罪分子往往运用自己的智力和技术作案，目前已经出现

了秘密窃取银行信用卡自动提款计算机系统密钥，然后计算

出偏移量及统一密码，从而大批制作假信用卡，疯狂骗提款

的案件。在信用证诈骗方面，也出现了境外犯罪分子伪造信

用证跟单文件，境内犯罪分子通过境外商人虚开信用证，诈

骗银行打包贷款，利用信用证“软条款”进行诈骗等多种诈

骗手法。 3. 犯罪分子往往内外勾结 近年来，金融诈骗犯罪已

从原来的单个作案发展到内外勾结的团伙作案，金融机构内

部人员参与金融诈骗的犯罪也有所增加，一些重大、特大金

融诈骗案件大多与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有关。从目前已破

获的金融诈骗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是金融系统内部职工和

其他人员为了不法利益，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共同实施的

。他们当中有的是犯罪分子利用金钱贿赂、女色引诱等手段

拉拢、腐蚀金融系统内部职工或领导，为己利用。有的则是

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素质不高，利欲熏心，不惜以身试法，与

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进行诈骗活动。例如，河北曲

阳县支行喜峪储代办所代办员葛敏开，从1990年4月份至12月

份，与不法分子互相勾结，采用虚列户名、开假证明、私盖

公章等手段，填写巨额存单、存折，然后交由同伙流窜至北

京、石家庄等地大肆进行抵押诈骗活动，共涉及金额2272.87



万元。除了一般的业务工作人员外，还有部门负责人或领导

，这些人一旦参与作案，其犯罪更容易得逞，造成的经济损

失也更加严重。 4. 金融诈骗呈国际化趋势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

的增多，金融业务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国际金融业务的

扩展和增多，使得国际金融诈骗也随之增多。国际交通、通

讯的便捷，国际间的交往频繁，人员往来的方便，给犯罪分

子实施金融诈骗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同时全球金融市场的不

断扩张及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不断加深，为国际金融诈骗团

伙提供了更多的作案机会。如1995年广东中山市发生的利用

长城卡恶意透支案件，国内、境外犯罪分子勾结，分别在中

山、佛山、顺德、珠海等地作案，而后将赃款套汇转移至香

港、澳门等地，并在案发后携款潜逃境外，造成国家3.9亿元

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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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