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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人民币蛋糕”“人民币手捧花”“人民币木

雕”……近段时间以来，由人民币或人民币图案制

作而成的礼物悄然走红，线上线下均有售卖。此类

商品上的“人民币”装饰多为仿制，但图案、纹理、

字样和人民币几无二致。

  此外，还有商家干脆直接将人民币变成了商

品——— 在一些电商平台，有卖家用人民币制作成

“龙”“爱心”“金钱龟”等折纸作品，以高于人民币

面值的价格进行售卖。

  人民币作为我国的法定货币，是我国经济主

权的象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爱护人民

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是否可以在商品上随意使用人民币图案？将

人民币制作成商品出售是否合法？对于不正当使

用人民币图样、损害人民币形象的行为，该如何规

制？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展开调查

采访。

有商家售卖人民币折纸

  “世界上唯一人见人爱的礼物找到了”“谁看

了不心动”“最酷的龙”……记者近日浏览某二手

交易平台时，发现一款商品图格外引人注目：一条

全部用一元人民币制作而成的折纸“龙”，形态逼

真。虽然看不出具体用了几张一元人民币，但商家

表示自己定了个“良心价”——— 268元。记者点进卖

家主页，发现还有“金钱龟”等多种用人民币制作

的折纸商品。

  经过询问，卖家告诉记者：“自己闲来无事，偶然

翻到网上的人民币折纸教程视频，觉得挺有意思，于

是便尝试着用人民币折成各种各样的物品，挂在网

上卖。”据介绍，一个非常复杂的“龙”需要耗费几天

甚至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看似简单的“金钱龟”

想要折到满意的效果往往也需要不少时间。

  该卖家称，折纸所用的人民币较多，因此通常会

选用一元面值的，偶尔会用价值更高的如百元人民

币。在商品定价时，会在商品本身用到的人民币价值

之上加点钱，“因为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记者注意

到，该商品浏览量很高，有不少人留言求教程。

  据记者了解，在这些售卖的钱币折纸商品中，

售卖价格和使用人民币的面额有很大关系，如果

是用一张一元人民币折成的金钱龟则两三元就可

以购买，如果是多张百元人民币折成的龙，售价往

往在1000余元。

人民币图案被随意使用

  “过生日，普通蛋糕多没意思，要买就买一个

特别款蛋糕……”一家天津市蛋糕店晒出的这款

蛋糕：用糯米纸仿制而成的人民币铺在蛋糕表面，

看上去格外“富贵”。店主关女士告诉记者，这种人

民币糯米纸并不是在蛋糕店做出来的，而是从“外面”买来的。

  顺着关女士提供的购买人民币糯米纸的链接，记者找到了某电商平台

上一个专卖各种人民币糯米纸道具的店铺。商家并未直接在商品名称中标

注“糯米纸仿制人民币”，而是用“编号001”“编号002”来隐晦表达。而“编号

001”和“编号002”分别是用糯米纸仿制的100元和50元人民币。

  这家店售卖的人民币糯米纸分为薄厚两款，0.45毫米的薄款糯米纸100

张、200张、400张，分别售价32元、60元、112元；0.65毫米的厚款糯米纸，50张、

100张、200张分别售价24元、44元、80元。所有的人民币糯米纸上，肖像、花卉、

国徽以及主景图案都十分逼真，最中央还印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

  记者在该电商平台上继续搜索关键字“蛋糕装饰”等，发现有不少店铺在

售卖人民币糯米纸，且销量可观，最高销量每月破千。有部分商家在人民币糯

米纸制作时将“中国人民银行”替换为“中国银行”或“中国烘焙银行”。

  不仅是蛋糕，在电商平台上还能找到一些人民币式样的木雕商品在售

卖，从面值看，既有面值100元、50元的老版人民币式样，也有新版人民币式

样。就雕样来说，有双面雕刻和单面雕刻之分，双面雕刻与人民币的正反两

面一样，单面雕刻仅雕刻人民币正面，背面则保留木头的本来样貌。其价格

则根据木料的不同，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均涉嫌非法使用人民币

  据此前报道，江苏省张家港市3家烘焙店由于违规使用人民币图样，被

有关部门处罚。原来，这3家烘焙店在制作的蛋糕上铺满了“百元大钞”，店家

称这些“百元大钞”是用糯米纸打印的、可食用，并非真人民币。

  对于使用人民币图案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蔡乐渭介绍，

中国人民银行新颁布的《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在祭

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违反此行为，给予警告，并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使

用人民币图样的，应当责令改正，并销毁非法使用的人民币图样，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

  那么，将人民币制作成折纸商品，是否同样存在问题？

  中征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晓阳律师告诉记者，按照人民币管理条

例规定，故意毁损人民币；制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未经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其他损害人民币的行为等都被明令禁止，即上述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

使用人民币。

  他进一步分析说，如果有人将人民币制作成折纸，首先需要分析折纸过

程是否破坏了人民币完整性，如果破坏了完整性，可以认定为故意毁损人民

币，必然属于违法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应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

下的罚款。如果折纸过程保证了人民币完整性，则不涉及故意损毁的问题，

但如果将此折纸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售卖，则涉嫌变相非法买卖流通人

民币，依据《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予以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折纸只是为了增进双方的感情，私下为之，比

如情侣之间，双方在未破坏人民币完整的情形下，折了一个东西送给对方，

并不违法。”孙晓阳说。

  在蔡乐渭看来，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案、改造人民币将其变成商品等行为

都涉及人民币非法使用问题，有关部门应对损害人民币和非法使用人民币

的行为进行更详尽的规定并合理确定其罚则。“一方面明确哪些行为是违法

行为及对这些行为应该处以何种处罚，另一方面落实监管责任，让执法者有

法可依，让大众更明确地知晓哪些使用行为是不合法的。”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徐峥峥 金超君

　　

　　“以前，屋外街边时不时会窜出散放的宠物

狗和无主的流浪狗，孩子经常被吓哭，我们大人

碰到心里也会发怵。现在，这些现象没有了，出门

安心多了。”浙江省玉环市玉城街道南门社区的

李女士提及当下的村社周边环境，言语间带着满

满的安全感。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养犬热逐年

升温，因犬类管理不当发生纠纷和伤人事件日益

显现，如何引导居民养成文明养犬的习惯成为近

期群众呼声较高的民生问题。

　　玉环市公安局以《台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为

抓手，构建了“政府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基

层自治”的犬类综合管治新模式，携手行政执法、

农水等11个职能部门、11个乡镇(街道)和玉环经

济开发区成立联席办，制定出台联合集中整治行

动方案，明确登记管理、规范收容、执法协作、宣

传教育等具体任务，并将规范养犬管理专项工作

纳入平安综治考核、文明城市创建考核，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实行每日通报、每周督导；建成玉环

市犬类收容所，完善捕犬器及各类防护装备，实

现集中收容、规范管理，为联合整治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

  “处置因‘犬’引发的群众纠纷很麻烦，这次

培训很实用，让我们掌握了涉犬警情的处置流

程，填补了犬只免疫登记等方面的知识空缺。”一

场培训会赢得了社区民警的一致肯定。

  为了提升社区民警对涉犬警情的处置能力，

近期，玉环市公安局特邀犬类专家开展“犬只种

类和习性”的专题讲座，并组织情指、法制等部门

对涉犬警情处置、犬只免疫登记等方面开展业务

培训。

  培训会上，治安防控大队开展了业务指导，要

求派出所对涉犬警情进行每月一次的梳理研判，

对犬只扰民、流浪犬犬患集中的居民小区、开放式

景点和免费公园等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错峰式

巡查执法、现场纠违，对日常发现或群众举报的

流浪狗，及时通知乡镇捕犬执法队捕捉装笼。

　　在提高民警业务水平、强化集中整治的同

时，玉环市公安局还发动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

网格员、志愿者向居民科普文明养犬知识，通过

媒体宣传、播放标语、张贴通告、悬挂横幅等形式

沉浸式宣传《台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全面提升居

民文明养犬意识。今年以来，共纠正不文明养犬

行为120余次，累计收容流浪犬1421只。截至目前，

实现了全市犬只恶性伤人事件“零发生”。

　　“现在真方便，家门口的宠物店就能办理狗

狗‘身份证’。”今年5月，玉环市楚门镇的王先生

入手了一只雪纳瑞犬，不到10分钟，便在宠物店

搞定了所有准养登记流程，并完成了疫苗接种。

　　为方便居民办理养犬手续，玉环市公安局积

极构建城区15分钟“上牌圈”，在重点管理区内授

权12家指定宠物店协助开展“强制免疫、芯片植

入、登记上牌”一站式服务，并以“犬只管理信息

系统”为依托，建立“一犬一档”，为后期涉犬纠纷

提供依据。针对偏远村居犬只登记难题，玉环市

公安局联动农水部门，推动各乡镇(街道)兽医站

全覆盖，以驻点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周末

无休服务等工作模式，全力推进犬类上牌、免疫

办证等工作。今年以来，玉环市公安局在重点管

理区发放绿色电子犬牌3665个，红色电子犬牌

70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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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玉环市公安局构建犬类综合管治新模式

实现全市犬只恶性伤人事件“零发生”

求职时被问婚恋情况及父母工作职务

招聘方开展背景调查的边界在哪？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实习生 毕  冉

  “还没发放offer（录用通知书），公司就说要

对我进行背景调查，收集的信息内容包括家庭情

况、父母工作、健康状况、有无男女朋友等。”正值

“秋招”（秋季校园招聘，每年针对应届毕业生的

大规模招聘活动），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廉

童及其同学在找工作时多次遇到用人单位要进

行背景调查，“这样收集个人信息是否过度？招聘

方开展背景调查的边界在哪里？”

  背景调查，即用人单位对拟录用的候选人进

行的核查，通常是了解核查该候选人的学历、工

作经历和表现等，判断是否存在重大虚假陈述，

确认其是否适合拟聘用的岗位。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伴随着市场

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背景调查越来越频繁

地出现在招工流程中，而一些用人单位对求职者

开展背景调查时，存在程序不合规、随意或过度

收集个人信息等情况，涉嫌侵犯劳动者合法

权益。

背景调查日趋普遍

  和廉童一样，2024届毕业生孙晓玲在今年“秋

招”中也遇到了关于背景调查的“奇葩事”。孙晓

玲有过两年工作经历，后考研重返校园，比同学

们稍长两岁的她在面试中屡次被询问婚恋状况。

  “面试官问我目前有什么人生规划，我以为

他是问工作方面，结果对方说是个人生活方面，

后来干脆直接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回答没有，

他又追问准备什么时候交男朋友，真让人无语。”

孙晓玲吐槽道。

  对于被询问亲属信息、婚恋情况的经历，即

将从辽宁大学毕业的靳莉已经习以为常，但最近

她发现一家公司要求应聘者上传3张以上生活

照，这让她感到不解：“那个岗位本身只是普通职

能岗位，并不需要出镜或者对形象气质有特殊要

求，而且家庭住址一栏被设置为必填项，还要精

确到门牌号。”

  靳莉还遇到过有公司要求其将每个学习、实

习阶段的证明人和联系方式都填写的情况，否则

无法提交申请表。“明明只是投递简历阶段，还没

有任何录用意向，为啥公司就要收集这么多信

息？”

  记者从多个求职平台了解到，用人单位开展

背景调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的在投递简历阶

段便要求求职者填写家庭成员信息，包括姓名、

年龄、政治面貌、工作单位、职务等，如果不填则

无法投递简历。还有用人单位在录用前去打听求

职者之前的薪资水平。

  来自湖南长沙的梁军就吃了“哑巴亏”。前段

时间，他准备跳槽至一家新单位，还没办完离职

手续，新单位便向其当时所在单位打听其薪资水

平及工作表现。随后，现单位在梁军劳动合同期

满后没有续约，新单位以其虚报薪资水平为由拒

绝录用。

  “这是暗调不是背调。我可以理解公司为了

规避风险而进行背景调查，但是程序应该合法合

理吧？而且我之前的薪资水平和即将签订的劳动

合同也没有关系，对方凭什么随意收集这些信

息？”梁军愤愤不平。

有些触碰法律红线

  曾学徵在广东深圳一家公司做HR（人力资

源）多年，他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调

查拟录用人员背景，有的是公司HR进行，有的是

委托给第三方背调公司。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少

过度收集求职者个人信息的情况。

  “背景调查最早出现在外企，如今在互联网、

金融、医药等行业很常见。”曾学徵说，由于求职

者简历造假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单人次背景调查

的成本通常只有数百元，远低于录用简历造假人

员的解雇成本，这些因素导致背景调查越来越

普遍。

  实际上，根据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

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用人单

位应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

者姓名、性别、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

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

同期限等。

  另外，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订立、履行个

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个人信息处理

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

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

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开展背景调查是为了验

证求职者学历、履历等信息的真伪，辅助降低用

工风险。用人单位应针对岗位和工作要求进行合

法合理性调查。否则，即使劳动者已授权，仍属于

侵权。此外，求职初期就要求填写家庭成员详细

信息等，或被认定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求职初期与背景调查并不是同一阶段。求

职初期需要获取的个人信息，应当主要围绕求职

者与申请职位的要求及招聘管理所必需的相关

信息，如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联系方式等，除非

是该岗位基于法律强制性要求或者有其他合理

理由，否则，不应超范围获取求职者个人信息，

‘家庭成员详细信息’等并不与求职初期直接相

关，具有被认定为构成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

形。”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邢芝凡说。

  邢芝凡介绍，背景调查一般发生在企业对求

职者有了初步录用意向后，正式发出offer之前，

调查的内容范围一般包括调查求职者的基本信

息（身份信息、教育背景）、职业履历、工作能力、

上家离职原因、违法犯罪记录等与工作内容直接

相关的部分。

  “由于背景调查处在招聘过程中，此时求职

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尚未建立劳动关系。因此，用

人单位对于求职者开展背景调查需要遵守‘知

情-同意’的原则，即用人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向

求职者告知背景调查所涉及的范围、求职者需要

配合提供的信息以及背景调查结果的使用方式

和范围。如果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还应当

取得求职者的单独同意。”邢芝凡说，对于背景调

查的结果也应当基于背景调查的目的使用，不得

超范围不当使用。

根据岗位要求调查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看来，背

景调查在本质上涉及对个人信息的收集行为，所

以在程序和内容上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规定、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及个人隐私的规定。

  “目前法律上并没有专门的关于背调的程

序，但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里，要获取个人信息，

涉及个人同意等规则。劳动合同法也规定，在求

职阶段、招聘阶段或者劳动合同订立阶段，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签约时各自的信息提供义务及信

息提供的方式和范围。”沈建峰说，劳动者个人信

息提供，一方面具有限定性，即只能是和劳动合

同履行有关的信息；另一方面具有被动性，劳动

者应当是在用人单位询问的时候如实回答，没有

主动提供的义务。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个人信息的收集需要围

绕具体场景，并在最小、必要的原则下开展。考虑

到不同岗位所面临的风险、职责和工作内容等存

在不同的需求，用人单位背景调查所需要收集的

信息应确保与对应的岗位直接相关。这是确定信

息收集边界的基本原则。同时，用人单位也应当

着重关注和预防涉及就业歧视的信息收集，如性

取向等。

  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对劳动者进行背景

调查时该如何做好法律风险防控？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政认为，

对求职者进行背景调查的根本目的在于防范其

在应聘时提供虚假信息而导致用人风险，因此对

法律风险的管理防控应当贯穿于背景调查的全

过程。

  “用人单位应当在正式开始背景调查前取得

求职者的授权书。授权书应当明确调查范围，一

般包括身份、最高学历验证、最高学位验证、工作

履历、工作表现、犯罪记录查询、金融记录查询

等，不应当对求职者个人隐私问题进行调查；背

景调查授权书应由劳动者亲笔签名，用人单位注

意留档，以避免产生争议后，求职者否认授权书

的真实性而给用人单位带来法律风险。”郭政说。

  他还提醒，用人单位采用电话沟通方式向原

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时，应注意录音，且确保录音

完整清晰；正式沟通开始前需表明双方身份，最

好具体到双方姓名、职务，并明确本次沟通内容

为某位应聘者背景调查；背景调查事项不应当超

过背景调查授权书所授权的范围；背景调查信息

应当注意保密，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

  对于当下不少用人单位将背景调查业务委

托给第三方机构的情况，郭政建议，应购买合法

合规的第三方背景调查服务，而不是“暗调”。“除

了要求第三方机构做好上述法律风险的管理防

控外，用人单位还应核实第三方机构相关资质，

确保第三方机构主体合法合规。在合同中对第三

方机构调查范围、调查内容真实性进行约定，并

明确第三方机构违反约定后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以避免第三方机构超出授权范围进行调查、虚假

调查等带来的法律风险。”

  邢芝凡建议，如果遇到随意收集和过度使用

个人信息的情况，求职者应勇敢说“不”，如果发

现第三方机构或者拟入职单位存在违法过度收

集个人信息的情况，可根据侵犯个人信息的程度

选择投诉举报、起诉乃至报案。

  “有一个现实困境是，在招聘过程中，如果求

职者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可能会被踢出局。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规则’，即允许

劳动者在特定情况下提供一些不真实的信息。比

如被问婚否，根据法律规定，招聘单位不可以询

问求职者婚姻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允

许求职者作出不真实的回答，我们称之为‘说谎

的权利’。”沈建峰说。

漫画/李晓军  

（文中受访的毕业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