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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8_E4_BC_9A_c48_519973.htm （三）税务司法渎职类风险 

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确立的犯罪种类。笔者所述的司

法渎职类风险非完全法律意义上的渎职罪概念，主要是指税

务执法行为过程中因主观过失、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职责客

观上侵犯国家利益形成国家税款及其他财产重大损失而可能

触犯法律的危险和后果。 此类风险的界定应以《刑法》中关

于税收渎职犯罪的相关条文和检察机关对税务渎职犯罪的立

案标准为依据据以分析，主要表现特点：一是不严格履行征

管职责，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偷税骗税等犯罪活动

不查不问，对群众的举报听之任之，不认真查处，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犯罪分子肆意进行偷逃骗税等犯罪活动；二是税务

行政执法案件中由于地方保护、政府干预、怠于暴露弱点等

原因对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拖而不送受到刑法402条徇私

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追究；三是税务征管失职失误，造

成不征、少征国家税款和国家税款重大损失触犯刑法第404条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和第405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

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这两种定

罪虽然前提是有“徇私舞弊”行为，本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笔者这里提出来基于几点考虑，其一是这两种定罪额度标

准低，10万元以上的税款损失即达到立案条件，在日常税务

征管中稍有疏忽中极容易达到这个税款额度，形成不征、少

征和税款流失的法律客观后果，其二是对“徇私舞弊”这个

前置条件司法解释涵盖范围非常广，且在目前司法实践掌握



中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观故意这个

法律要件的“明知后果”情节在实际税收征管中更是难以把

握和判定，不同的法官理解不同认定也不同，因此对于税务

干部的执法风险同样极高。其三是如果由于疏忽大意，严重

不负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即使没有徇私舞弊的法

律前提，仍有可能受到刑法第397条玩忽职守罪的裁定和判断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司法渎职类的风险已成为税收执

法中最应引起高度重视和需防患的一类风险。 （四）抗税类

风险 是指在税务执法中负有纳税义务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义务的个人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故意违反

税收法规，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而直接危

及税务执法人员的人身权利的风险。全国税务工作者每年因

公被打的达三千人次，重伤致残的二百余人，因公牺牲的少

则三至五人，多则十余人，换言之，平均每天就有八名税务

人员被打，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名税务人员重伤致残。共和

国的税官时刻在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 近年

来，暴力抗税犯罪案件逐年增多，抗税人员较为复杂，其表

现形式和手段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犯罪时间由事中转为事后

，由公开转为隐蔽，即在征税之后，税务干部离开征税现场

，在返回税务部门或回家途中，被纳税人或其指使的不法之

徒拦截、要挟、辱骂、殴打。二是犯罪人员由个人转为群体

。这类犯罪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如在征收

某个行业的税收时，常常会出现集体抗税。三是犯罪手段逐

步升级。过去抗税犯罪活动多以辱骂或徒手殴打为主，近年

来出现了不少使用器械的犯罪案件，受害税务干部轻者伤、

重者残甚至死亡。四是报复对象范围逐步扩大。抗税犯罪分



子除对税务人员进行报复外，有的还把报复目标转向税务干

部家属。 另外，在实际生活中部分纳税人利用各种手法“软

抗税”的现象还较普遍存在。“软抗税”行为的主要表现形

式：所谓“软抗税”，是指纳税人不实施明显的暴力手段却

以各种借口拒绝缴纳税款，其行为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所界定的抗税行为，其行为不构成明显暴

力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抗税”不完全相符，对其行为在法

律上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抗税案件的发生给正常税收秩序

带来严重影响，给税务人员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应该引起

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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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