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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７日） 近几年来，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

犯罪活动很猖獗，不少文物被盗运出境或者流失、毁坏，使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文物不能再生产。

它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不能以一般财物的“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来计算的。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严

厉、准确地打击犯罪，当前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

私文物的案件，应当以文物的等级为标准，并结合考虑文物

的数量、可评定的价格以及其他情节等，对具体案件进行具

体分析，依照刑法、文物保护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的有关规定定罪量刑。一、盗窃馆藏文物（一）博

物馆、文物机构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藏品，均属于馆

藏文物。按照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规定，馆藏一、二级文物

均为珍贵文物，三级文物一般也以珍贵文物看待。社会上流

散的文物应依照文物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定级。（二）盗窃

馆藏文物的，以盗窃罪论处，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

一百五十二条和全国人大常委员《决定》第一条第（一）项

的规定。盗窃三级文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盗窃二级文物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盗

窃一级文物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其中盗窃多件或者盗窃稀世国宝的，可处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三）一案中盗窃三级以上各级文物的，可以按照盗

窃高级别文物的量刑幅度处罚；一案中盗窃同级文物数量较

多，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盗窃高一级文物 量刑幅度处罚；情

节特别严重的，按照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幅度处罚。（四）盗窃馆藏三级以

上文物，其中可以由文物主管部门估价的，所评定的价格可

供量刑时参考。（五）盗窃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文物的一般

文物，可以参照发案当地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价格评定其所

盗价格，或者由文物主管部门评定其价格。（六）盗窃私人

收藏的文物，可以参照以上有关规定的精神处罚。二、盗掘

古墓葬、古文化遗址（一）按照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规定，

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古墓葬、古遗址，受国家保护；辛亥革命

以后，与著名历史事件有关的名人墓葬、遗址和纪念地，也

视同古墓葬、古遗址，受国家保护。（二）依照文物保护法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私自挖掘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的，以盗

窃罪论处。处理这类案件，不以被盗掘的古墓葬、古遗址是

否已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限，但对于盗掘已被确定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古遗址（包括国家级、省级和

县级）的，应从重处罚。（三）对盗掘中窃取文物和破坏文

物的，均应以盗窃罪论处，根据被盗、被毁文物所应评定的

级别等情节予以处罚。（四）盗掘古墓葬、古遗址，以盗窃

罪论处的案件，在量刑幅度上，可以参照盗窃馆藏文物的量

刑标准，予以处罚。（五）盗掘古墓葬、古遗址，虽未窃取

到文物，但情节严重的，也应以盗窃罪处罚；如在盗掘古墓

葬、古遗址时，破坏了经鉴定属于不能移动的珍贵文物，应

依法从重处罚。（六）对于群众性的盗掘古墓葬、古遗址案



件，要实行惩办少数、教育多数的原则，区别对待。惩处的

重点应当是盗掘集团或者聚众盗掘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

主犯，教唆犯，惯犯，累犯，与投机倒把、走私、盗运珍贵

文物出口的罪犯有勾结的主要犯罪分子。（七）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对施工、生产中出土的文物进行哄抢或者私分、私

留的，对参与人员分别以抢夺罪或者盗窃罪论处；情节显著

轻微的，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但文物必须追缴，送文

物主管部门。三、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 （三）故意破坏

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的破

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的犯罪行为，同时又触犯其

他罪的，应按其中的重罪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三）处理破

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的案件，对于不能移动的珍贵文物、

名胜古迹（如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古石刻、革命遗址

、革命纪念建筑物、风景名胜区等），不以是否已确定为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限；尚未确定的，可由文物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评定。（四）任何单位在进行基

本建设或者生产中发现珍贵文物，不听文物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部门的劝阻，以致破坏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应依照刑

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四、非法经营文物（一）非法经营（含收购、贩运、转手

倒卖）文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非法经营三级文物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单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非法经营二级文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非法经营一级文物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其中非法经营多件或者非

法经营稀世国宝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可处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对一案中非法经营三级以上

各级文物或者非法经营同级文物多件的，量刑时可参照本《

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的有关规定。（二）非法经营三级

以上文物，其中可以由文物主管部门估价的，所评定的价格

以及犯罪分子的非法获利数额，可供量刑时参考。（三）单

位非法经营三级以上文物的，可以参照上述规定，追究主管

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四）个人非法经营不属

于三级以上文物的一般文物，其非法经营数额在５千元以上

，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１千元以上的，应以投机倒把罪追究

刑事责任。 单位非法经营一般文物，其非法经营数额在１０

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应以投机倒

把罪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其非法经营

数额不足１０万元，或者非法获利数额不足５万元，情节严

重的，也应以投机倒把罪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

事责任。五、走私文物（一）走私珍贵文物（含一、二、三

级）出口，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论处，适用刑法第一百七

十三条；走私不属于珍贵文物的一般文物出口，以走私罪论

处，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两罪中情

节特别严重的，均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一条第（

一）项。（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盗运珍贵文物出

口罪： １．逃避海关监督，运输、携带、邮寄珍贵文物出口

的； ２．以走私出口为目的而收购珍贵文物的； ３．明知他

人走私珍贵文物出口，而向其出卖珍贵文物的，或者为其介



绍收购珍贵文物的，或者为其偷运、偷带、偷寄珍贵文物的

，或者为其提供中转场所的； ４．将珍贵文物私自卖给外国

人或者境外居民的。（三）关于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的量刑

：盗运三级珍贵文物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可

以并处罚金；盗运二级珍贵文物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盗运一级珍贵文物的，属于“情节

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其

中盗运多件或者盗运稀世国宝的，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对一案中盗运各级珍贵文物或者盗运同

级珍贵文物多件的，量刑时可参照本《解释》第一条第（三

）项的有关规定。（四）盗运珍贵文物出口，其珍贵文物可

以由文物主管部门估价的，所评定的价格以及犯罪分子非法

获利的数额，可供量刑时参考。（五）单位盗运珍贵文物出

口的，可以参照有关规定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

事责任。（六）个人走私不属于珍贵文物的一般文物，其走

私数额在５千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１千元以上的，

应以走私罪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走私一般文物，其走私数额

在１０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应以

走私罪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该单位

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文物、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

其走私数额不足１０万元，或者非法获利不足５万元，情节

严重的，也应以走私罪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文物、走私运输工

具和违法所得。（七）对与境外犯罪分子相勾结，盗运珍贵

文物出口或者走私一般文物的，应依法从重惩处。六、对国

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的处罚（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或者内外勾结犯本《解释》上述各条所列举之罪，或者

贪污、受贿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二）国家工

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文物被盗、被毁、流失，造成重大损

失的，以玩忽职守罪论处。七、文物的鉴定（一）办理上述

各类案件，需要进行文物鉴定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

物主管部门或者经其指定的有条件鉴定的地区、省辖市文物

主管部门组织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需要评定文物价格的，

也照此处理。 办理上述文物的鉴定或者文物价格的评定，必

须有三名以上经文物主管部门指派、经司法机关聘请的文物

鉴定人参加，鉴定人应写出鉴定书或者评定书。（二）在办

案中，对文物的鉴定或者文物价格的评定发生争议时，应提

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主管部门组织专人复核。如再有

争议，应提请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组织专人复核。（三）对被

告人判处死刑案件的文物鉴定书，应经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组

织专人复核。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条文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１）贪污

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或者进行文

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

贵文物或者名胜古迹的； （四）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

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情节严重的。 私自挖掘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私自卖

给外国人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论处。文物工作人员对所

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有关条文第一百五十一条 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一百

五十二条 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巨



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一

百七十四条 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的，处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一百一十七条 违反金融、外

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单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情节严重的，

除按照海关法规没收走私物品并且可以罚款外，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一百一十八条 以

走私、投机倒把为常业的，走私、投机倒把数额巨大的或者

走私、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一百七十三条 违反保护文物法

规，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有关条文 一、对刑法

有关条款作下列补充和修改： （一）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罪，第一百五十二条盗窃罪

，第一百七十一条贩毒罪，第一百七十三条盗运珍贵文物出

口罪，其处刑分别补充或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有关条文第四十七条第三款 犯走

私罪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事处罚包括判处罚金，判处

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第四十七

条第四款 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

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

工具和违法所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