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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刑事法律制度

【专题八】假释（重点）

含义 对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

危害社会，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刑罚执行制度。

对象 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条件 （1）有期徒刑：必须执行原判刑期 1∕2 以上

（2）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 13 年以上

（3）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4）如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假释的刑期 （1）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 1∕2 以上

判决生效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1 日折抵刑期 1 日

（2）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 13 年以上，先行羁押的时间不予折抵

（3）死缓→无期/有期的，实际执行 15 年以上，方可假释

假释的限制 （1）累犯

（2）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

犯罪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3）对于生效裁判中有财产性判项，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的，不

予假释

（4）被撤销假释的罪犯，一般不得再假释

减刑与假释的适用

关系

（1）罪犯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2）年满 80 周岁、身患疾病或者生活难以自理、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罪犯，既符合减刑

条件，又符合假释条件的，优先适用假释

假释的考验期 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10 年

假释的撤销 （1）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规定实行数罪

并罚。

（2）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

应当撤销假释，依照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漏罪）

（3）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

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

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职业禁止 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

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 3-5 年。

【专题九】涉税犯罪

一、逃税罪

构成 客体 客体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犯罪对象为应纳税款

主体 （1）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2）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客观方面 （1）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税款的行为，数额

在 10 万元以上并占各税种应缴纳税额 10%以上。

（2）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3）纳税人 5 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2 次以上行政处

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以上。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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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逃避追缴欠税罪

犯罪构成

（1）犯罪客体，税收征管制度、国家财产所有权。

（2）犯罪客观方面，在欠缴应纳税款的情况下，纳税人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

欠缴的税款，数额在 1万元以上的行为。

（3）犯罪主体，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成为逃避追缴欠税罪主体。

（4）犯罪主观方面，直接故意。

1）明知自己有补缴所欠税款义务，为逃避税务机关追缴欠税而故意隐瞒转移财产，以达到非法获利目的

2）因财力不足，客观上无力缴纳税款，致使税务机关无从收缴欠缴税款，或者对纳税期限不清楚，过失导致

欠缴税款，不构成本罪。

三、抗税罪

犯罪构成：

1.犯罪客体：税收征管制度、依法执行征税职务活动的税务人员的人身权利。

2.犯罪客观方面：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1）造成税务工作人员轻微伤以上的；

（2）以给税务工作人员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财产等造成损害为威胁，抗拒缴纳税款的；

（3）聚众抗拒缴纳税款的；

（4）以其他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

【提示】(1)暴力的最大限度只能是造成轻伤害，如果超过这一限度则可能成立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

(2)单独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税务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

3.犯罪主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单位不能成为抗税罪犯罪主体）

4.犯罪主观方面：直接故意

区分逃避追缴欠税罪与逃税罪

逃税罪 逃避追缴欠税罪

主体不同 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 只能是纳税人

犯罪目的不同 通过欺骗、隐瞒手段，达到不缴或少缴应纳

税款的目的

达到逃避税务机关追缴其所欠缴的应纳税款

的目的

客观要件不同 采取伪造、变造、隐匿、销毁会计账薄等手

段

行为人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

数额或情节 要求情节严重 要求数额较大

区分逃避追缴欠税罪与抗税罪

抗税罪 逃避追缴欠税罪

客体不同 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税收征管人员的人身权利 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国家财产所有权

客观要件不

同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行为人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

数额或情节 不要求数额 要求数额较大

四、骗取出口退税罪

1.犯罪客体：国家出口退税管理制度、公共财产所有权。

2.犯罪客观方面，利用国家出口退税制度，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结果犯，必须达到数额）

（1）假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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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造或者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

2）以伪造、变造或者其他欺骗手段取得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货物专用缴款书等有关出口

退税单据、凭证。

3）虚开、伪造、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

4）其他虚构已税货物出口事实的行为。

（2）其他欺骗手段

1）骗取出口货物退税资格

2）将未纳税或者免税货物作为已税货物出口

3）虽有货物出口，但虚构该货物的品名、数量、单价等要素，骗取未实际纳税部分出口退税款

4）以其他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3.犯罪主体：纳税人、非纳税人均可，自然人、单位。

4.犯罪主观方面：故意，且具有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目的。

5.认定骗取出口退税罪应注意

的问题

区分骗取出口退税罪与一般骗取出口退税的界限（关键是数额）

（1）数额。低于 10 万元为一般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为

（2）结果。骗取出口退税罪，是结果犯，必须达到法定结果（行为＋数额），

罪名才能成立

（3）处罚。一般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定罪量刑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

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

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