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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了妥善解决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问题，我国的宏观经济

政策已由危机应对型向常规型转变，犯罪分子通过非正规途径或方式

在金融领域实施犯罪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呈现出一些新的犯罪特征，

以下我就对中国目前金融犯罪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做个简要的介绍。 

 

一、当前中国金融犯罪的主要特点 

1. 伴随金融业发展，犯罪案件的数量及涉案金额逐年上升 

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 年全国各级法院

审判的金融案件为 6282件，2010年为 9062件，而对比五年前，2005

年，全国的金融犯罪案件为 3380 件。可以说，金融犯罪总量在不断

攀升。除了案件数量大幅增加以外，涉案金额在不断增加，犯罪范围

在不断扩大。最近，就在 7月份，中国连续查处了好几起跨省、跨国

的高案值的犯罪。比如 2012年 7月 18日，山东省章丘市公安局成功

侦破一起涉案价值达 30多亿，涉及 200余人的特大非法经营银行承

兑汇票贴现案。这说明我们目前处在变革时期金融犯罪的高发点，不

仅金融犯罪的数量和涉案金额在不断增大，案件的涉案人数在增多，

犯罪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2. 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化智能金融犯罪日趋增多 

近年来发生的金融犯罪，无论是犯罪手法还是犯罪过程，都呈现

出高科技化的特点。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票证犯罪和诈骗的案件越来

越多，而利用网络钓鱼、木马欺诈等犯罪形式是目前最常见的犯罪手

段之一，犯罪人通过短信或者网址链接，骗取受害人点击伪造的银行

或者电子商务的网站或者网页，让受害人输入用户银行、信用卡账

号、密码等私人信息，窃取帐户财产。 

 

3.内外勾结联手进行共同犯罪的问题突出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成为实施金融犯罪的共犯，往往是利用手中的

便利条件或者职权进行犯罪的，这种犯罪行为通常会和挪用、贪污、

渎职等行为交织在一起，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1）贷款诈骗

犯罪、票据诈骗犯罪是最突出的犯罪形式。（3）作案手法非常隐蔽，

不易查处。（4）职务犯罪都具有较高的智能性。（5）年轻的金融工作

人员进行这种内外勾结犯罪案件每年递增，而且犯罪数额巨大。 

 

4. 信用卡犯罪和非法集资金融犯罪比重很大 

虽然目前针对新兴金融业务的犯罪不断增多，但金融犯罪的“重

灾区”仍是较为传统的信用卡罪和非法集资金融犯罪。信用卡犯罪中

最常见的是信用卡诈骗罪。这里有一个上海市法院审理案件的统计数

据，2010 年上海市信用卡诈骗罪的案件数约占全部金融犯罪的

82.5%。而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发案率也在不断攀升，非法集资违法



犯罪主要形式为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直接或变相负债的方式，向

不特定公众进行集资活动。此类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大，少则上百万，

多则数千万或上亿元，涉及地域广，有些案件甚至涉及数省甚至遍及

全国，被害人众多，涉及多个阶层。 

 

5.外籍犯罪分子入境犯罪的案件增多 

在我国经济发展比较靠前的城市中，比如，上海、北京、广州、

深圳等，外国人犯罪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外国人伪造金融票据

犯罪以及非法进行金融业务的犯罪比较突出。在金融票证犯罪案件

中，这些犯罪人主要来自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日本

等国，而且伪造的票证多数也来自国外。在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犯罪中，

以境外机构名义在我国进行金融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形式。犯罪人

以境外机构名义注册公司，吸引投资者从事境外非法外汇、黄金保证

金，在国内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以及信用证代理、非

法外汇买卖等多项金融业务。 

 

二、中国金融犯罪的发展趋势 

1. 金融犯罪国际化趋势明显 

当前，大量的金融犯罪已具有国际性和有组织的犯罪性质，境内

外联手作案已成为境外犯罪分子增强犯罪成功率和逃避惩罚的一种

有效方式。比如现在大多数的钓鱼网站都将终端服务器申请在国外，

然后将网站的联系人地址设在北京、上海等多地，以此增加查处、惩



治其犯罪行为的难度，企图借机逃避法律制裁。 

目前，这种跨国性的金融犯罪已经出现在我国金融犯罪的各个领

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进行涉外金融诈骗犯罪，比如外国人与中

国人相互勾结实施信用卡诈骗，外国人在国内实施信用卡诈骗等；另

一种是进行有涉外因素的妨碍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比如非法经营外

汇保证金交易，即一些境外机构在国内开设咨询类子公司，却组织境

内居民在境外公司参与外汇保证金交易，使得外汇保证金交易绕道国

外，再借助网络重返国内。 

 

2. 信用卡犯罪和非法集资金融犯罪仍是未来主要的金融犯罪类

型 

目前我国正处在金融改革时期，也是金融危机在逐渐隐退的时

候，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由危机应对型向常规型转变。这意味

着以前一直执行的银根过度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会停止。现在货币收

紧调整的政策使得很多的个人和企业融资变得比以前要困难，这必然

会引起民间高利贷等其它伴生问题。通过信用卡虚假消费、非法套现、

恶意投资，成为个人非法融资的便利途径。而许多受金融危机影响或

牵连的单位、企业为了获得过渡资金以防资金链大面积断裂，往往会

选择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因此，虽然信用卡犯罪和非法集资金融犯罪

属于传统型金融犯罪，但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改革现状之下，国家

不能保障民间借贷融资渠道通畅之前，该类犯罪仍会处于发案高位，

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及经济活动造成强烈冲击。 



3.金融票据类诈骗罪、洗钱罪将逐渐成为主要的犯罪类型 

近年来，随着外籍犯罪分子入境犯罪的重大案件急剧增加，一些

地方也形成了以境外黑帮分子为头目的地下黑社会组织，这些境外犯

罪集团纷纷涉足金融犯罪。国际上的黑社会组织为了获得犯罪集团所

需要的资金和掩盖非法收益来源，大量涉及金融诈骗和洗钱等金融犯

罪。目前国内外诈骗分子采用假信用证、假票据、假国外银行汇款凭

证进行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以后将会保持一种高发态势。 

另外，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快速发展，全球资产和资本的跨境流动

不断加快，这些为跨国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分子的非法资金转移活动

提供了便利。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也成为犯

罪分子从事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重要工具，要对洗钱罪进行有力打

击越来越有难度。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随着经济及金融领域开放

程度的不断增加，洗钱犯罪在我国也将更加活跃，成为主要的犯罪类

型。 

 

4. 金融犯罪会越来越专业化、高科技化 

由于金融行业的金融活动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金融犯罪从一开始

就具有智能犯罪的特点。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普通的外行人对汇票、

本票、支票等各种票据以及汇票、托收、信用证等各种结算方式不太

清楚，更不了解期权、期指、互换等衍生金融交易以及项目融资和证

券化融资等各种融资手段。因此，金融犯罪需要具有相当的金融专业

知识和技能，犯罪方式日趋专业化。 



同时，为适应未来的竞争与发展，今后金融业中的竞争手段必然

转向高技术投资。当前金融电子化无疑大大有助于促进金融业的发

展，但同时也给金融业带来新的安全问题。这些存储于计算机内和传

输于网络之间的代表财富的数据信息成为金融犯罪窥视的对象，非常

容易遭到拦截和窃取。另外，由于金融电子化为资金的转账交换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快捷与便利，“电子洗钱”随之出现并大大增加了反洗

钱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