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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24〕4 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4 年 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11 次会议、

2024年 2月 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通过，自 2024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纳税人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欺骗、隐瞒手段”：

（一）伪造、变造、转移、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或者其他涉税资料的；

（二）以签订“阴阳合同”等形式隐匿或者以他人名义分解

收入、财产的；

（三）虚列支出、虚抵进项税额或者虚报专项附加扣除的；

（四）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税收优惠的；

（五）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

（六）为不缴、少缴税款而采取的其他欺骗、隐瞒手段。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

规定的“不申报”：



（一）依法在登记机关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

为而不申报纳税的；

（二）依法不需要在登记机关办理设立登记或者未依法办理

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通知其申报

而不申报纳税的；

（三）其他明知应当依法申报纳税而不申报纳税的。

扣缴义务人采取第一、二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

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定

罪处罚。扣缴义务人承诺为纳税人代付税款，在其向纳税人支付

税后所得时，应当认定扣缴义务人“已扣、已收税款”。

第二条 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

额巨大”。

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数

额巨大”的认定标准，依照前款规定。

第三条 纳税人有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逃避缴纳

税款行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

在规定的期限或者批准延缓、分期缴纳的期限内足额补缴应纳税

款，缴纳滞纳金，并全部履行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税务机关没有依法下达追缴通

知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条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逃避缴纳税款数

额”，是指在确定的纳税期间，不缴或者少缴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的各税种税款的总额。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应纳税额”，是指应税行

为发生年度内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缴纳的税额，不

包括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关税等及纳税人依法预缴的税额。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占应纳

税额的百分比”，是指行为人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的各税种逃税总

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的比例；不按纳税年度确定纳税期的，

按照最后一次逃税行为发生之日前一年中各税种逃税总额与该年

应纳税总额的比例确定。纳税义务存续期间不足一个纳税年度的，

按照各税种逃税总额与实际发生纳税义务期间应纳税总额的比例

确定。

逃税行为跨越若干个纳税年度，只要其中一个纳税年度的逃

税数额及百分比达到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即构

成逃税罪。各纳税年度的逃税数额应当累计计算，逃税额占应纳

税额百分比应当按照各逃税年度百分比的最高值确定。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未经处理”，包括未经行

政处理和刑事处理。



第五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聚众抗税的首要分子；

（二）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抗税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或

者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

罚。

第六条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为逃避税务机关追缴，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的“采取转

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

（一）放弃到期债权的；

（二）无偿转让财产的；

（三）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四）隐匿财产的；

（五）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

（六）以其他手段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

条第一款规定的“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

（一）使用虚开、非法购买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申报出口退税的；



（二）将未负税或者免税的出口业务申报为已税的出口业务

的；

（三）冒用他人出口业务申报出口退税的；

（四）虽有出口，但虚构应退税出口业务的品名、数量、单

价等要素，以虚增出口退税额申报出口退税的；

（五）伪造、签订虚假的销售合同，或者以伪造、变造等非

法手段取得出口报关单、运输单据等出口业务相关单据、凭证，

虚构出口事实申报出口退税的；

（六）在货物出口后，又转入境内或者将境外同种货物转入

境内循环进出口并申报出口退税的；

（七）虚报出口产品的功能、用途等，将不享受退税政策的

产品申报为退税产品的；

（八）以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的。

第八条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上、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

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

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两年内实施虚假申报出口退税行为三次以上，且骗取

国家税款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五年内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

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数额在三十万元以

上的；

（三）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三十万元以上并且在提起公诉前

无法追回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

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两年内实施虚假申报出口退税行为五次以上，或者以

骗取出口退税为主要业务，且骗取国家税款三百万元以上的；

（二）五年内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

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数额在三百万元以

上的；

（三）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三百万元以上并且在提起公诉前

无法追回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九条 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没有实际取得出口退

税款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事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会计、税务、外贸综合服务等中

介组织及其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口经营规定，为他人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致使他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情节严重的，依照刑

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

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一）没有实际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

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二）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

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

票的；

（三）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四）非法篡改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

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相关电子信息的；

（五）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的。

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

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

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

百零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虚开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数

额较大”“数额巨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

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达到三十万元以

上的；

（二）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

罚，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

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税款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

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达到三百万元以

上的；

（二）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

罚，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

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税款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以同一购销业务名义，既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

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又虚开销项的，以其中较大

的数额计算。

以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虚开，达到本条规定标准的，

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

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

发票”：

（一）没有实际业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

绍他人开具发票的；

（二）有实际业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

绍他人开具与实际业务的货物品名、服务名称、货物数量、金额

等不符的发票的；

（三）非法篡改发票相关电子信息的；

（四）违反规定以其他手段虚开的。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

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虚开发票票面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

罚，又虚开发票，票面金额达到第一、二项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

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虚开发票票面金额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虚开发票五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

罚，又虚开发票，票面金额达到第一、二项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



以伪造的发票进行虚开，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的，应

当以虚开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票面税额十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十份以上且票面

税额六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额五十万元以上

的，或者五十份以上且票面税额三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较大”。

五年内因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行为，票面税额达到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或者

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

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额五百万元以上

的，或者五百份以上且票面税额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五年内因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行为，票面税额达到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标准 60%以上的，或者



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

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伪造并出售同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伪造、出售伪造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数量不重复计算。

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按照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论处。

第十五条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依照本解释第十四

条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票面税额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二十份以上且票面税额

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

罚。

非法购买真、伪两种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累计计算，不

实行数罪并罚。

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出售的，以出售伪造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抵扣税

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款，同时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十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发票十份

以上且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六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

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五十万元

以上的，或者五十份以上且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三十万元以

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五百万元以上

的，或者五百份以上且票面可以退税、抵扣税额三百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特别巨大”。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刑法第二百零九条

第二款规定的发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该款的规定

定罪处罚：

（一）票面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发票一百份

以上且票面金额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刑法第二百零九条

第二款规定的发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

重”：

（一）票面金额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发票五百份

以上且票面金额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

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定罪

量刑标准依照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执行。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

其他发票以外的发票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本条第三、四款的规

定执行。

第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

十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较大”：

（一）持有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票面税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五十份

以上且票面税额二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持有伪造的前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票面金额一百万

元以上的，或者一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持有的伪造发票数量、票面税额或者票面金额达到前款规定

的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条之一第一款规

定的“数量巨大”。

第十九条 明知他人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而仍为其提供账

号、资信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二十条 单位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

照本解释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一条 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行为人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有效合规整改的，可以从宽处

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

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

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

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 本解释自 2024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

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发〔1996〕30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3 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

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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