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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秦汉时期商业繁荣01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商业活动频繁，商人阶层

崛起，对于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人经济犯罪现象突出02

随着商业的繁荣，商人经济犯罪现象也逐渐凸显出来，如欺诈、偷税漏

税、行贿等，这些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研究意义03

通过对秦汉商人经济犯罪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当时商业活动的实际情

况和商人阶层的经济状况，揭示商人经济犯罪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为

今天防范和打击商业犯罪提供历史借鉴。

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对秦汉商人经济犯罪的

研究，揭示当时商人经济犯罪的情况、

原因和影响，探讨秦汉时期商业法律

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商人经济犯罪的制

约作用。

研究问题
本文拟解决以下问题：秦汉时期商人

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和特点是什么？

导致商人经济犯罪的原因有哪些？秦

汉时期商业法律制度对商人经济犯罪

的制约作用如何？



本文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结合具体案例，对秦汉商人

经济犯罪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秦汉时期的商人经济犯罪，主要关注当时商人阶层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及其与

商业法律制度的关系。同时，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商业环境，也会对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进行简要概述。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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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商人经济犯罪概述



秦汉时期，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日

益频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商业繁荣

在这个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逐

渐提升，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

财富，还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

商人地位提升

秦汉时期商业概述



秦汉商人经济犯罪的定义和分类

秦汉商人经济犯罪主要指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害他人经济利益的行

为。

定义

根据犯罪性质和行为方式，秦汉商人经济犯罪可分为欺诈、偷税漏税、走私、垄断等类

型。

分类



1

2

3

秦汉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商业活动的监管和控制，

商人经济犯罪行为往往与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密

切相关。

政治背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普及，商人经

济犯罪行为的动机和手段也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

经济背景

在秦汉时期，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商人的道德观

念相对淡薄，这也为商人经济犯罪行为的滋生提

供了土壤。

社会文化背景

秦汉商人经济犯罪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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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商人经济犯罪的类型
与特点



虚假交易

秦汉商人通过虚构交易事实、伪

造交易凭证等手段，骗取他人财

物。

欺诈行为

利用虚假宣传、误导性陈述等手

段，诱导他人进行交易，从而获

取非法利益。

诈骗手段多样化

秦汉商人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包

括利用信任关系、伪造文书、虚

构项目等。

诈骗犯罪

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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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官员腐败

部分秦汉商人通过与官员勾结，利用官员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

利，形成官商勾结的腐败链条。

01

利用职务之便

秦汉商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物或他人财

物。

02

贪污手段隐蔽

贪污手段往往隐蔽，难以察觉，如通过虚假报销、虚列支出等

方式进行贪污。

贪污犯罪



秦汉商人通过隐瞒真实收
入、虚列成本等方式，逃
避缴纳税款。

隐瞒收入 伪造凭证 利用税收漏洞

伪造虚假的发票、合同等
凭证，以掩盖真实的交易
情况，达到偷税漏税的目
的。

利用税收政策的漏洞或不
完善之处，进行避税或逃
税行为。

030201

偷税漏税犯罪



秦汉商人通过非法渠道进
出口货物，逃避关税和监
管，获取非法利益。

走私犯罪

涉及伪造金融票证、非法
集资、洗钱等金融领域的
犯罪行为。

金融犯罪

利用合同进行欺诈行为，
如虚假合同、恶意违约等，
损害他人经济利益。

合同诈骗

其他经济犯罪



04

秦汉商人经济犯罪的原因
分析



秦汉时期政治局势多变，商人往往利

用政治动荡进行非法经济活动，如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等。

部分官员贪污受贿，为商人提供非法

庇护，使得商人能够逃避法律制裁，

从事经济犯罪活动。

政治原因

官员腐败与庇护

政治动荡与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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