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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税罪刑事责任的数学分析

吴 佩 江

我国《刑法》第 !"# 条规定了有关偷税罪的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对该条规定理解不一、解释各异甚

至定罪量刑产生分歧和争议的情况。笔者感到此条款在表述上确有不妥之处。本文拟从数学分析的角度出发，直

观上作一叙述。

为清楚和方便起见，特先摘录该条规定第 #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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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不满 %"$并且偷税数额在 # 万元以上不满 #" 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

机关给予 ! 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 %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 # 倍以上 & 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

占应纳税额的 %"$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 #" 万以上的，处 % 年以上 ’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 # 倍以上 & 倍

以下罚金。”

现将该条款的有关数据用图 # 偷税罪法定刑事责任示意图来表达。其中的应纳税额和偷税额的单位均为万

元，取 & 条线段，其中 % 条斜线（#"$，%"$，#""$）! 条横线（# 万元，#" 万元）。用这些线段来划出法定的罪行和刑

罚的范围。

图 ! 偷税罪法定刑事责任示意图

示意图不同区域的有关说明：

!罪轻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上不满 %"$并且偷税数额在 # 万元以上不满 #" 万元的，处 %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 # 倍以上 & 倍以下罚金。

"罪重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 #" 万元以上的，处 % 年以上 ’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偷税数额 # 倍以上 & 倍以下罚金。

#和$法律真空区：现行《刑法》对此没有规定。

%现实不可能区：因为偷税额不可能大于应纳税额。

&不追究刑事责任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小于 #"$及偷税额小于 # 万元。

我们可以取两组数据来分析一下。

第一组：!区域中的任一点（&，#）和#区域中的任一点（&，!）。

按照设定，（&，#）点应纳税额是 & 万元，而偷税额是 # 万元；应在罪轻区予以判罚；但#区域中的任一点（&，!）应

纳税额是 & 万元，而偷税额是 ! 万元，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依照刑法第 !"# 条第 # 款规定，此种情形既不

能按!罪轻区来追究刑事责任，因为 ("$大于 %"$，同时也不能按"罪重区来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偷税数额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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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第二组：!区域中的任一点（#"，!$）和"区域中的任一点（$"，!%）。

按照设定，!区域中（#"，!$）点应纳税额是 #" 万元，而偷税额是 !$ 万元，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此种情

形符合!罪重区的规定，即“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 !" 万以上的”，从而可以处 & 年以上

%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 ! 倍以上 # 倍以下罚金。而"区域中（$"，!%）点应纳税额是 $" 万元，而偷税额是

!% 万元，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虽然此种情形的偷税额比（#"，!$）这点还多 ! 万元，但据规定，它既不符

合!罪重区的规定，因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是 ’)*&&(，不足 &"(；又不符合#罪轻区的规定，因为偷税超过 !"
万元。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也够不上处罚。

从这两组的简单分析中可知：该条款原意是 ! 万元以下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下不追究刑事责任；

而将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又分成两个区域，罪轻和罪重，其中将罪轻的限定偷税额在 !" 万元以下，但由于同时又

限定“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不满 &"(”，这样就排除了偷税额是在 !" 万元以下但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上的部分；同样道理，罪重的限定排除了“偷税额是在 !" 万元以上但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下的部

分”。新《刑法》奉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规定的理当不受处罚。显然这 ’ 块排除的部分还是应该受到刑

事处罚的。

本文认为，一种弥补的办法是将该条作一个修改，去掉“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 &"(”的限定。建议修改成：偷税

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 ! 万元以上不满 !" 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 ’ 次行政处罚

又偷税的，处 &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 ! 倍以上 # 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以上

并且偷税数额在 !" 万以上的，处 & 年以上 %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 ! 倍以上 # 倍以下罚金。

如果觉得这样的修改不太公平或者还不够严密的话，建议和个人所得税法关于工资薪金所规定的 + 级超额累

进税率那样，将$和"法律真空区分别进行阶梯式分割，分成两块，将邻近的分别划入#罪轻区和!罪重区。至于

阶梯要分几级，建议不要 + 级，级少一点为好，以便于操作。或许这样可能麻烦些，但可以更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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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租赁风险特性及其管理的一般分析

程 东 跃

一、金融租赁风险特性

金融租赁是一项交易较为复杂的金融衍生业务，被称为金融产品系列中的一大创新。在国内，目前对金融租

赁风险管理的深入研究刚刚起步。

（一）金融租赁业务特征决定了金融租赁风险的复杂性。

金融租赁一般指承租人（如工商企业）在添置某些技术设备时，委托出租人（租赁公司）根据企业的要求和选择

购入所需设备，再租赁给承租人使用并由承租人缴纳租金偿付设备款项的一种租赁方式。它不是企业直接申请贷

款或其他融资方式筹款后来购置设备，而是通过较长时期租赁设备的融物方式来代替融资购买设备。其复杂性

在于：

（!）融资租赁至少涉及三个当事人———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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