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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83_E5_8C_BF_E6_c80_171060.htm 2002年1月至2003年1

月，张某利用空余时间为某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得酬金10万

元，不申报纳税，税务机关通知纳税后，张某已口头申报并

答应要尽快缴纳，但两天后就故意躲到外地去务工，致使税

务机关无法找到，其税款长达两年未能追缴。2005年1月张某

归案。 分歧意见： 对此案张的行为认定，有三种意见：第一

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理由是，张

某在申报纳税后，不但不缴纳税，反而外出躲避，致无法追

缴时间长达两年，虽然行为人没采用转移、隐匿方式藏匿财

产，但行为人的隐匿实际上是逃避追缴欠税，只要行为人采

取了逃避行为，就符合了逃避追缴欠税罪。第二种意见认为

，张某的行为不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成立偷税罪。理由是

，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不缴少缴应纳税款的故意，客观上具

备了虚假纳税申报的行为。第三种意见认为张的行为不构成

犯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首先，张的行为不构

成逃避追缴欠税罪。本案中张某提供劳务，其获得的劳务报

酬20万元应上缴个人所得税3.2万元。虽然张某故意躲避纳税

，其主观上有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故意，但其客观行为并

不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

欠缴的税款。逃避追缴欠税罪客观上必须采用转移、隐匿方

式藏匿财产。但张某只是人为躲避，并未采用转移、隐匿方

式藏匿财产。因此，张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零

三条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不能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 



来源：www.examda.com 其次，张的行为也不构成偷税罪。偷

税罪的客观行为中必须是虚假纳税申报或税务机关通知申报

而不申报，而张某如实申报了劳务报酬20万元，也没有任何

虚假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张的行为

也不符合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

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

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

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犯罪构成，故不能构成偷税罪。 第三

，张的行为也不构成抗税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二

条规定，抗税罪在客观方面是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

款。本案中，张的行为又未采取暴力或威胁手法，因此，不

符合现行刑法中抗税罪的规定。 所以，张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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