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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报告（2022）

前 言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了强劲的韧性，在困难多、

挑战大的情况下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据海关统计，2021 年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9.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21.4%。

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进口17.37万亿元，增长21.5%。

与 2019 年相比，我国外贸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26.1%、21.2%。特别

引入注目的是，2021 年，以美元计价，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了 6.05

万亿美元，在 2013 年首次达到 4 万亿美元的 8 年后，年内跨过 5 万

亿、6 万亿美元两大台阶，达到了历史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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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贸进出口稳步、持续发展相伴随，走私、骗税、虚开、非法

买卖外汇等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冲击着我国外贸事业的有序发展。

其中，骗取出口退税是外贸企业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涉税风险，也是威

胁整个外贸行业健康发展的最主要涉税顽疾。为规范税收秩序、维护

税法尊严，遏制外贸行业骗税多发以致猖獗的势头，国家对于骗取出

口退税行为的打击始终处于高压态势。而由于税务机关秉持“谁出口、

谁收汇、谁退税、谁负责”的原则，申报出口退税的外贸企业成为骗

税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责任主体，无论是外贸企业自己实施骗税，还

是被上游企业、报关公司、外商等主体利用作为通道骗取出口退税，

外贸企业均面临严重的骗税刑事风险。

《外贸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报告（2022）》是华税基于对外贸行业

的深入观察以及近年对相关涉税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深刻总结编制

而成。报告旨在从 2021 年骗税案件具体情况出发，揭示外贸行业骗

税刑事风险的成因、风险点及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

辩护策略和合规建议，以期为外贸企业规避刑事风险、实现依法依规

经营提供参考。本报告分为七个部分，全文约一万八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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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外贸行业已决骗税刑案情况统计

（一）案件数量情况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骗取出口退税罪”为案由进行检索，结果

显示，在 2012 年-2017 年期间，外贸行业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的

相关判决、裁定文书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7 年-2020 年，文书数

量达到高位，保持在每年 140 份以上。判决、裁定文书的数量能够直

接反映案件的数量，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十年骗取出口退税罪相关文书

数量情况反映出，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呈高发态势。

2021 年，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文书数量同其他涉税刑案文书

数量相似，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全年仅有 53份。我们认为，这一

数量一方面可能与国家遏制震慑骗税犯罪成效显著相关，而另一方面，

可能还受到了文书上网公开率、案件上诉/抗诉率等因素影响，实际

案件数量应该并不止如此。

（注：由于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多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有大量案件

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检索结果未能将此类情况全部覆盖，因此，骗税

出口退税刑事案件的数量实际上高于当前统计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2022 年 1月）

hu
as

hu
i.c

om



第 5页，共 40页

（二）案件地域分布情况

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从出口规模上看，无

论是出口的货物数量还是出口货物的总额，东部省份在全国都处于领

跑地位。而外贸企业骗税刑事案件的分布情况与外贸出口业务的发达

程度呈现出高度的关联性：2017 年-2021 年五年来，浙江省、广东省、

福建省、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南省、四川

省十个省份成为外贸企业骗税刑事案件的高发省份。

2021 年，裁判文书网公开 58份判决、裁定文书，所涉及的骗取

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广泛分布在 16 个省级区域，而以案件数量由多到

少排序，浙江、湖南、广东、山东、河南等省份仍然位居前列。

（三）案件量刑情况

近年来，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在犯罪手段、组织设置等方面持续“升

级”，呈现出“产业化”、“团伙化”、“信息化”的趋势特点，骗

税手段层出不穷且更加隐蔽，案件所涉的骗税数额也屡创新高，动辄

几千万以致上亿元的案件时有发生，导致外贸企业和相关人员面临严

重的刑罚。根据《刑法》第 204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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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

号）,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数额在 250 万元以上的，面临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徒刑。经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在 2020 年作出裁

判的骗税案件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及无期徒刑的案件占四分

之一。而在 2021 年，53 份判决书、裁定书涉及 52起刑事案件，其

中，45份文书披露了案件量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有 12

件，占全部案件的 27%，占比相较 2020 年略有升高。

（四）案件涉及骗税模式情况

实践中，引发骗取出口退税的方式手段多样，并呈现出类型化的

特点，出口业务一旦呈现下述模式，即意味着存在较高的骗税嫌疑：

1、借货配票（买单配票）：借用他人出口货物（购买他人出口

货物信息），制作虚假报关单，虚开进项发票，购买外汇，假报出口；

2、无货虚报：没有真实货物出口却假报出口；

3、少出多报：将真实货物和虚假货物出口交织，少出多报、以

次充好；

4、高报税率、价格：把低退税率商品虚报为高退税率商品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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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货物价格并匹配虚开发票；

5、循环出口：将同一批出口货物出出进进重复循环使用，例如，

将银导线、高保真音响线制品中的银在进口地就地拆解并销售，其他

接口材料回炉重造，循环出口。

在 2021 年公布的 52 起刑事案件中，上述骗税模式均有出现。其

中，买单（借货）配票仍是最主要的骗税模式，在全部案件中占比接

近半数。

二、2021 年税务总局曝光典型骗税案件汇总

2021 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分别在 1 月 20 日、4月 2日、5月 6

日、5 月 28 日、6 月 18 日、7 月 27 日、8 月 26 日、9 月 28 日分 8

批次曝光了 35 起虚开、骗税、偷税典型案例，其中骗税案例多达 9

起，为骗税案件曝光数量历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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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深圳“流金 2 号”黄金制品循环骗税走私案

2019 年 11 月，深圳税务联合公安、海关、人民银行以及税务总

局驻广州特派办成功破获“流金 2 号”利用黄金制品循环骗税走私案。

经查，犯罪团伙为躲避监管，将黄金结合虚假高价报关进口回流

的配件形成含金产品（黄金成本控制在 80%以下）违规出口境外，骗

取退税。产品出口至境外后，将产品拆分，其中黄金立即在境外售卖，

配件则再次回流、循环使用。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1名，摧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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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团伙 3 个、犯罪窝点 10 个，各环节涉案金额 18.38 亿元，涉及

退税款 1.06 亿元，走私黄金 6.01 亿元。

案例 2：山东 HM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骗税案

2020 年 8 月，青岛税警联合破获山东 HM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骗取

出口退税案。

经查，主犯赵某生为获取非法利益，利用山东 HM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伙同其他案犯从货代公司非法买入出口货物报关单，将无需办

理出口退税的他人货物（主要包括手机、服装等高退税率商品），伪

造成该公司的出口货物进行虚假报关。同时根据报关内容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及制作虚假的随附单证申报出口，累计向税务机关申报出口

退税 2.02 亿元，已获退税 8300 万元。目前，主犯赵某生犯骗取出口

退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与该案相关的其他 7 名从犯也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案例 3：江苏“6·10”纺织品骗税案

2020 年 6月，江苏南通税务联合当地公安经侦部门，成功破获一

起出口床上用品等纺织品骗税案（“6·10”骗税案）。

经查，以赵某、曾某为首的骗税团伙虚假注册成立 6 家纺织品出

口企业，通过买单配票、低值高报等手段骗取出口退税。税警专案组

查证了该团伙接受上游虚开发票、从货代非法获取出口信息、利用地

下钱庄虚假结汇等犯罪事实，认定虚假出口金额 4.65 亿元，骗取出

口退税金额 5403 万元。目前，案件已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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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厦门“9·9”虚开骗税全链条团伙案

2020 年 6月，厦门警税成功破获一起集虚开、骗税、偷税多种违

法行为于一体的团伙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1名，打掉犯罪团伙

3个。经查，犯罪嫌疑人为获取非法利益，虚假注册拖鞋加工、物流

运输、外贸企业 52 户，通过买单配票等手段，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偷税以及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行为，涉案金额 16.4 亿余元。

案例 5：贵州“貂皮大衣”骗税案

2020 年 10 月，贵州税务联合公安、海关、人民银行成功破获一

起出口“貂皮大衣”骗税案。经查，该涉案团伙注册 3 家“貂皮大衣”

生产出口企业，采取虚假购进、虚假生产、虚假出口等手段，层层伪

装，短时间内“出口”金额高达 2.13 亿元，并通过让他人为自己虚

开发票、非法买汇结汇等手段骗取出口退税。目前税务机关认定涉案

企业骗取出口退税 2000 万元，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判决 4 名涉案

人员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 4至 11 年不等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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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浙江金华“9·11”骗税案

2020 年 12 月，浙江金华警税联合破获“9·11”骗税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54 名，打掉犯罪团伙 16个，捣毁犯罪窝点 22处。经查，

本案多团伙分工协作，向地下钱庄购买外汇虚假结汇，共同组成虚开

结汇骗税链条，5 户出口企业利用 56 户上游公司虚开的 13.68 亿元

发票，骗取出口退税款 1.65 亿元。

案例 7：浙江湖州“4·15”骗税案

2020 年 5月，浙江湖州税务、公安、海关、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

破获“4·15”骗税案，打掉虚开、介绍虚开、配单、地下钱庄和骗

税犯罪团伙 5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0人。经查，该团伙在没有实际

货物交易情况下，虚开发票，虚假出口，骗取出口退税，涉及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 1730 份，虚开金额 2.17 亿元，骗取出口退税 2087.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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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深圳“惊雷 3 号”虚开骗税地下钱庄案

2020 年 7月，深圳税务部门联合公安、海关、人民银行以及税务

总局驻广州特派办成功破获“惊雷 3 号”虚开骗税地下钱庄案，打掉

虚开、骗税、地下钱庄等多个环节的 9 个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77 人。经查，该团伙非法获取上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

税额后，将他人货物冒充成自身企业货物报关出口，取得报关单据骗

取出口退税，涉嫌虚开发票金额 40 多亿元，涉嫌骗取出口退税 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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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宁波“6·10”利用软件企业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骗税案

2020 年 11 月，宁波税务稽查部门联合公安、海关、人民银行成

功破获“6·10”利用软件企业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骗取出口退税案，

抓捕犯罪嫌疑人 7人。经查，犯罪团伙在全国各地虚假注册成立一批

软件企业和供货工厂，虚构业务，骗取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优惠，并

骗取出口退税。该案涉及全国 14个省市，涉案金额 27.73 亿元，已

认定处理出口退税款 4348.18 万元。

相关阅读链接：

1、税务总局曝光三起骗税典型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gZDECywQKpszv_taMs5FcA

2、虚开骗税双打 6月收官！税务总局曝光五起百亿虚开骗税大案

https://mp.weixin.qq.com/s/3x_iK4Z79X-qAXvKple3qg

3、再添 3 起，税务总局 2021 年度已曝光 24 起特大虚开骗税典型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OaVNHYnVeofTK23tpg0L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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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外贸行业涉税刑事风险成因分析

（一）经济利益驱使、风险意识淡薄

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的产生原因较为复杂，其中，经济利益驱使是

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多发的最根本原因。在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中，涉案

金额一般以数十万以致数千万计，而犯罪人员在作案过程中伪造合同、

购买单证、虚开发票、买卖外汇、支付好处费等的成本则远远低于骗

取出口退税所获的经济利益。在循环进出口骗税的模式下，同一批货

物、资金循环往复使用，骗税人员多次申报退税，骗税的成本相较于

骗取的税款数额，相差更是巨大。在高额经济利益驱使之下，骗税人

员不惜以身试法，甚至合谋结成骗税团伙或组织，产业化、链条式地

骗取出口退税。

与此同时，部分外贸企业和人员则因为税法意识淡薄之下受到利

益诱惑而被蒙蔽或利用，成为骗税人员的作案工具，或为骗税人员提

供虚假报关单证，或为骗税人员提供虚开发票，或者被犯罪分子利用，

作为退税申报主体，掩饰骗税行为骗取出口退税款。

（二）增值税制度不健全、退税机制不完善

除经济利益驱使原因外，增值税制度不健全、出口退税管理机制

不完善等客观原因也是造成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多发的根源性原因。一

方面，增值税存在大量税收减免政策，容易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在某

些环节发生中断，同时多种抵扣凭证并存，给虚开发票留下了隐患，

而小规模纳税人、个人购买货物不需要增值税发票，形成了大量“沉

淀票”，也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开提供了便利，进而为利用虚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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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留下了操作空间。而在出口退税管理中，

出口退税管理的机制不完善，出口退税审核管理模式与当前外贸出口

的现状不适应，对出口企业的征退税管理脱节、信息传递薄弱，行政

机关受执法手段和执法权限所限查处力度不够、出口骗税风险监控机

制不健全等问题都为骗税违法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

（三）骗税手段升级、作案方式隐蔽

近年来，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呈现出骗税手段升级、作案方式隐蔽

的特点，在近几年判决或公布的案件中，这些特点体现得更为明显。

首先，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骗税手段也呈现出信息化、

智能化的特点，骗税主体往往隐藏在幕后，通过短信、邮件、QQ、微

信等方式相互联系和交易，在多个地区同时操控多个公司，将生产、

运输、出口、结汇、退税等事项，分别分配给不同的人员和企业，具

有很强的隐蔽性。其次，骗税人员更加专业化，骗税人员通过接受“专

业”培训，聘请“专业”人员，构筑多重虚假环节，设置防护屏障，

多个环节的人员相互勾结作案。骗税手段升级带来的隐蔽性和人员培

训后的专业性加大了税务机关、公安机关的查处难度，使得骗税人员

顾虑降低，作案更为猖獗。

（四）多部门联合持续高压打击骗税

面对虚开、骗税犯罪高发态势，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

署、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8 年 8 月起开展“双打”专项行动。该专项

行动持续进行到 2021 年 6 月。在专项行动中，税务部门的专业优势、

公安部门的侦查优势、海关部门的情报优势和人民银行的数据优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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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发挥,形成全面覆盖虚开骗税所涉及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

控打击网络。相较于虚开犯罪，由于骗税犯罪既涉及虚开发票，又涉

及虚假报关、虚假收汇结汇，甚至与走私犯罪关联，因而四部委联合

专项行动对骗税犯罪具有极大的杀伤力。2020 年 8 月，国家税务总

局局长王军在《求是》杂志撰文提出，要对“三假”，即没有实际经

营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企业”、没有实际出口只为骗取退税的“假

出口”、没有具备条件只为骗取税收优惠政策的“假申报”，紧盯不

放，狠狠打击。因此，在 2021 年，多部门联合、“双打”专项行动

与打击“三假”共同发力，骗税违法犯罪受到持续高压打击，潜藏多

年的骗税行为被起底深挖。

四、2021 年外贸行业涉税刑事风险趋势研判

2018 年 8 月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人

民银行四部委共同部署开展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重

点打击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企业”、没有实际出口

只为骗取退税的“假出口”，以打击违法彰显执法威力，有效整顿和

规范税收秩序，营造公平有序的税收营商环境。到 2021 年 6 月底，

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圆满收官。据统计，为期两年的

“双打”专项行动共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 44 万户，挽回税款 909

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43459 人。

2021 年 12 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

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在京召开全国打击“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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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假出口”“假申报”虚开发票、骗取退税及税费优惠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总结暨常态化打击工作部署会议，对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

查作出新部署。这意味着四部门联合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升级为六

部门联合常态化打击。该部署立足常打长打，强化数据共享和监控预

警，聚焦精准打击，注重综合施策，突出以打促治。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国家

税务总局强调，要切实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着力提升税收治理

效能维护国家税收安全，落实好常态长效打击“三假”工作机制，并

且明确指出，要对标一流谋划推进金税四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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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规划指出，要强化协同治理和监管机制，探索开展跨场景跨业务跨部

门联合监管试点，创新基于新技术手段的监管模式，建立健全触发式

监管机制。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由此可见，2022 年打击骗税将持续推进，并且随着金税四期的

谋划推进，税收征管流程将实现从“上机”到“上网”再到“上云”

的转变，税收征管效能也将实现从“经验管税”到“以票控税”再到

“以数治税”提升。在此背景之下，打击“三假”行动将继续发力并

且可能力度更大、威力更强。毫无疑问，外贸行业的涉税刑事风险将

持续走高。

相关阅读链接：

权威！税务总局发布 2021 全国税务稽查八大重点领域和五大涉税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QQWF1ZJM_ai7ocyQqEeT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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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新十起出口骗税案例，关注 2021 出口退税稽查新动态和涉税风险新

变化

https://mp.weixin.qq.com/s/IhAB0WmqI0eu2tYf0GNg2Q

六部门解读联合打击虚开骗税新行动

https://mp.weixin.qq.com/s/DJm1_EmNu6GnLQUfI7D-DA

重磅：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明确推进金税四期上线，六部委打击虚开骗税常

态化

https://mp.weixin.qq.com/s/v1QXtCoA2GXQKzhglIo8rA

2021 年十大税收新闻发布，税务总局查处偷逃税、打击“三假”上榜

https://mp.weixin.qq.com/s/Y3n5an6doOR-BnmAlvqCTg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https://mp.weixin.qq.com/s/Yqwz_GuZlJgJpkoKjdVPaA

五、外贸行业骗税刑事风险点及重点领域

（一）外贸行业五大骗税刑事风险点

1、配单配票——获取货物信息骗税

“配单配票”具体可以分为买单配票和借货配票两种方式。买单

（借货）是该种骗税模式区别于其他骗税模式的特有环节。其中“买

单”是指向报关员等主体购买他人无法申请退税或者不需要退税的出

口货物信息（借货则是直接向他人支付好处费，获取出口货物信息），

然后填制报关单，并根据出口货物报关单制作虚假的购销合同；而“配

票”是指联络上游企业向其虚开对应品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配货配

票在近几年已经逐渐成为骗税犯罪的主要手段。出口业务中如果货物

并不属于外贸企业，而是从他人处获取货物信息申报出口，就将被税

务、司法机关作为骗税重要疑点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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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报价格——虚增出口额骗税

对出口货物销售价格的监管历来是一个难点，主要原因在于出口

货物品种多、品质差异大，对于货物价值及价格无法进行直观准确判

断，因此无论海关、税务局还是外汇局，都难以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监

管，形成监管漏洞。因此，实践中经常出现通过伪造或签订虚假买卖

合同等手段虚拟成高附加值产品，以高于市场数倍的价格报关出口，

获取虚假出口额，而后以虚开发票或转嫁内销货物进项发票的方式骗

取出口退税的案件。高报价格也就自然成为敏感的出口业务疑点，据

以指控骗取出口退税。

3、品名错误——利用高退税率骗税

基于宏观调控的考虑，我国对于不同商品规定了不同的出口退税

率。由此，在出口业务中，商品品名的申报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退税

款与获得退税款金额的多少。在实践中，通过伪报货物品名，将低退

税率货物申报为高退税率货物，借助退税率差异骗取出口退税的案件

时有发生。因此，外贸企业在申报出口货物时如果发生品名申报错误

的情况，就可能被认为存在骗取出口退税的嫌疑，受到海关、税务与

公安的关注。

4、货物循环——没有真实业务骗税

借助道具货物循环出口骗税在实践中多发。在该种骗税模式的案

件中，行为人借助货物为骗税道具，通过伪造虚假外贸合同，将货物

报关出口离境，获取出口额及信息单证用于办理退税。在道具货物出

口至境外后，再低价低税报关进口或走私进口，实现道具回流。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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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境后，道具货物经过多环节回流到出口企业再次出口，依此循环。

货物循环进出意味着出口业务并不真实，出现出口货物回流入境的情

况，将可能作为没有真实业务的依据指控构成骗税。

5、伪装自营——纵容他人实施骗税

为了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实现骗税目的，骗税人员倾向于选择以实

体外贸企业作为掩护，利用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资质实施骗税行为。

在具体操作上，通常采用所谓介绍生产企业与外商，诱使外贸企业将

代理业务伪装成自营业务的方式进行虚假报关出口，在此过程中，外

贸企业仅提供相应的单证（实质为提供资质）即可赚取固定比例的费

用，通常不对货物真实性进行把关。一旦伪装自营行为业务货物不实，

容易被认定为纵容他人实施骗税被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阅读链接：

特大买单配票案告破，涉嫌骗税 8000 余万元，虚开金额 7亿元

https://mp.weixin.qq.com/s/qdltxagw69BqfkzFJ9P6Nw

非法获取报关单、匹配虚开发票，多家海鲜公司骗税 2亿元

https://mp.weixin.qq.com/s/SQ0avLWwK2Md2tBc12SZOA

“买单配票”骗税大案频发，犯罪主体罪名及刑责如何？

https://mp.weixin.qq.com/s/C3QM30KSky9M9-aZ3NQVuw

海关认定外贸企业出口商品归类错误，税局能否以此推定企业具有骗税目

的？

https://mp.weixin.qq.com/s/5366-vHZjYb5BtfOZWlslw

货物出口后为何又回流境内？以案揭秘“货物回流”背后的走私骗税玄机

https://mp.weixin.qq.com/s/G_iYKjNUZVEyNwCNYztXPA

涉案超 30 亿走私、骗税案告破！循环出口骗税牵涉多种罪名

https://mp.weixin.qq.com/s/RI3E_msZ1-NSITy0Nmx9kQ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之殇—假自营、真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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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v4qVGsxYBL2nRrBV0v4WDw

外贸出口签订“双合同”面临巨大法律风险

https://mp.weixin.qq.com/s/qaX3S0E_6iIeJWpRj7pmoQ

税案观察：出口代理慎防骗税风险

https://mp.weixin.qq.com/s/7WQLSXHkzegqyiCibwzxow

观察：外贸企业“四自三不见”，离骗税有多远？

https://mp.weixin.qq.com/s/wX9IqFmn_rkiN8KyVKhyLQ

出口退税“四自三不见”业务，只为创汇不为骗税，企业抗辩能否成立？

https://mp.weixin.qq.com/s/yOV6-33sj8Mv7p-FdMy4oQ

（二）外贸行业两个骗税刑事风险重点领域

1、白银等贵金属制品出口领域骗税集中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纺织品服装等部分商品出

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11 号）的规定，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我国取消了对白银的出口退税。但基于鼓励国内高端制造业的

发展的考量，对于以白银为原料，经过加工做成烟嘴、电路零件、盘

子、银制导线、高性能导线等白银制品出口的，则可申请出口退税。

在此政策背景下，此后几年里以白银为主要原料，经过简单加工的出

口商品的出口额增长异常，且商品出口到境外后多回炉成纯银上市销

售，实质上就是利用了政策差异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为堵塞这一政策漏洞，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

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规定出口商品

原材料成本的 80%以上为本通知附件所列原材料，应按照成本占比最

高的原材料的增值税、消费税政策执行（银为附件所列原材料，退税

率为 0）。此后，骗税人员转而使用单位价值比较高的“钯”等原材

hu
as

hu
i.c

om

https://mp.weixin.qq.com/s/v4qVGsxYBL2nRrBV0v4WDw
https://mp.weixin.qq.com/s/qaX3S0E_6iIeJWpRj7pmoQ
https://mp.weixin.qq.com/s/7WQLSXHkzegqyiCibwzxow
https://mp.weixin.qq.com/s/wX9IqFmn_rkiN8KyVKhyLQ
https://mp.weixin.qq.com/s/yOV6-33sj8Mv7p-FdMy4oQ


第 23页，共 40页

料与银一同作为商品原材料，从而将银的成本控制在 80%以内，逃避

财税〔2012〕39 号文的监管。对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

于以贵金属和宝石为主要原材料的货物出口退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98 号），将“钯”等原材料也纳入到前述原材料范围。

然而，在贵重金属领域退税与骗税的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为符合

80%这一比例的要求，涉案人员通过配置白银与其他材料，从而将白

银成本降低至银制品成本 80%以下实施骗取出口退税。为此，税务机

关对于白银等贵金属制品出口的审核尤为慎重，贵金属制品的功能及

市场需求情况、交易流程中结算方式、贵金属制品的最终流向等都是

税务机关、司法机关对于案件审查的重点，一旦外贸企业在这些要点

上存在不合理情况，将面临构成骗税被追究责任的风险。另外，由于

白银、黄金等贵金属为我国限制出口的货物，因此，通过将白银、黄

金等贵金属伪造成贵金属制品实现出口，在构成骗税的同时还可能构

成走私犯罪，同样面临刑事风险。

2、农产品出口领域虚开、骗税相互牵连

在众多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中，利用道具货物循环进出口骗取国

家退税款是骗税的常见方式。由于该种骗税方式是以真实货物为道具，

因此海关查验时只做单货是否相符的审核很难发现。在该种骗税方式

中，被循环使用的货物通常被称为骗税“道具”，实践中，将农产品

作为道具骗税的案件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原因有三：一是农产品收

购发票开具与抵扣方便，农产品收购发票具有自开自抵的特征，企业

只需提交《税务登记证》副本、《营业执照》、《企业申请购买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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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审批表》等一般材料就可申领发票，只需虚构农户身份信息就可

完成发票的开具，进而能够作为进项凭证用以申请退税；二是交易链

条短，能够一定程度避免由于交易链某一环节被认定虚开而被发现查

处；三是农产品是边民互市贸易优惠政策范围的货物，利用农产品实

现循环进出口走私骗税成本更低。

利用虚构农产品收购交易从而实现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要模式有

两大类，第一大类为生产型出口企业自行虚构农产品收购交易，自行

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进行假出口、骗税；第二类则是外贸企业通过

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构采购、出口交易，骗取出口退

税。此第二类模式下，为外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需要大

量的进项发票抵扣自己应当缴纳的税款，便利用农产品收购免税政策，

制造虚假的农产品收购交易，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

无论哪种交易模式，农产品行业已经成为虚开、骗税相牵连，涉

税刑事案件多发的领域。

相关阅读链接：

镶金智能环出口骗局被识破！贵金属产品出口如何规避走私骗税风险？

https://mp.weixin.qq.com/s/j4N_nA2-ShEusnzvAdTarg

白银制品出口：退税向左，骗税往右

https://mp.weixin.qq.com/s/qC4fp5ILTgFyqkl7iXTh1Q

以出口白银导线出口白银，构成骗税吗？

https://mp.weixin.qq.com/s/9WacszAobMT1fq-nIYTLtQ

糟了！汽车销售、农产品收购、高收入人群个税三大板块同时被税务总局

和审计署锁定严查

https://mp.weixin.qq.com/s/kqdQLQmaAZj786sVq30smA

农产品收购发票涉嫌虚开，出口企业面对虚开、骗税风险如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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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PEX9PCCMiUE78voqW7VBBA

农产品循环出口疯狂骗税 14 亿，骗税成因、模式及风险是怎样的？

https://mp.weixin.qq.com/s/h-yL3JKx034ghjICtQBDdQ

骗税又牵连走私，这些行业为何出现复合型犯罪？

https://mp.weixin.qq.com/s/0D_B5jGFodeeJZRd4acCXw

同为假出口复走私循环骗税，为何海南仅判骗税罪，江苏却判骗税、走私

两罪？

https://mp.weixin.qq.com/s/tF4Q7_W-BnFef9CDobvrwA

发票开具情况引发税局稽查，企业不及时应对将面临巨大虚开、骗税风险！

https://mp.weixin.qq.com/s/MjoYY8TgTxfmJIz0AkdzsA

关注|农产品出口企业“骗税”刑事责任风险高

https://mp.weixin.qq.com/s/jV4wUEz6FqSQSlYmL_EOLw

税案披露：贵州某三户服装出口企业虚购貂皮假报出口 2.1 亿元，骗取出

口退税 1472 万元

https://mp.weixin.qq.com/s/xQNu4U5rI9APU-XvgpsdZA

利用“新战法”，青岛税务连破两起农产品虚开骗税案

https://mp.weixin.qq.com/s/Wni2jMh_yS7_3uBCYHmxrA

六、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七大辩护要点

（一）挂靠关系下货物真实出口并实际承担税负，不构成骗税罪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9 号)及官方解读，明确了

挂靠方以被挂靠方名义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货物，以被挂靠方为纳税

人，被挂靠方作为货物的销售方或者应税劳务、应税服务的提供方，

按照相关规定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构成虚开发票。边境

贸易中，个人挂靠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外贸企业作为被挂靠方为纳税

人，对外开具发票符合前述规定。同时，对于挂靠的个人购买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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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劳务，外贸企业也应作为受票方，取得生产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不属于虚开发票。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39 号公告并未要求挂靠

关系必须通过书面形式建立，符合挂靠方以被挂靠方名义对外从事经

营活动，被挂靠方提供资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并收取一定管

理费特征的，即构成挂靠关系。由于 2014 年第 39 号公告明确规定了

成立挂靠关系的，不构成虚开，因此，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

件中，司法机关对挂靠关系成立的不构成虚开并不存在较大争议，更

多的争议是体现在挂靠关系是否成立的认定上，而在骗取出口退税刑

事案件中，也应秉承相同的办案思路。

另外，挂靠出口业务模式与“配单配票”存在本质区别。在挂靠

出口模式下，外贸企业与供货企业签订合同，向供货企业支付货款，

并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承担了增值税税负，并不存在“配

单配票”中利用不可退税货物信息骗税的行为；并且，在挂靠出口业

务模式下，出口企业建立完善的考察机制，对挂靠方进行实际经营能

力的考察，并直接联系、参与货物采购、报关出口过程，能够在流程

中实时管控报关出口单证对应业务链条的实质交易真实性，与“配单

配票”对于货物未进行把关甚至无货虚报出口有本质区别。

（二）“假自营、真代理”“四自三不见”不必然构成骗税罪

国税发〔2006〕24 号文的出台旨在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

违法犯罪活动，之所以将“假自营、真代理”作为不合规行为处理，

是由于“假自营、真代理”业务多与骗税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hu
as

hu
i.c

om



第 27页，共 40页

在“假自营、真代理”行为中，出口企业必然存在骗税行为。

国税发〔2006〕24 号文第三条规定：“出口企业凡从事本通知

第二条所述业务之一并申报退（免）税的，一经发现，该业务已退（免）

税款予以追回，未退（免）税款不再办理。“骗取出口退税款的，由

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退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

上述规定可知，对于出口企业的“假自营、真代理”行为，直接的处

理方式为追回已退税款，对于未退税款不再办理，而至于“假自营、

真代理”为是否属于行政法上的骗税行为，以至于是否构成犯罪，则

需另行判断。

关于“四自、三不见”，国税发〔1992〕156 号文指出，在已发

现的骗税案件中，除个别出口企业与不法分子勾结骗取退税外，不少

出口企业是因急功近利，违反外贸经营的正常程序，在“客商”或中

间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和出口企业不见出口

产品、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以下简称“四自三不见”）的情况

下进行交易的。法释〔2002〕30 号文第六条则规定，有进出口经营

权的公司、企业，明知他人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仍违反国家有关

进出口经营的规定，允许他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并自行

报关，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骗取

出口退税罪）、第二百一十一条（单位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

可见，“四自三不见”违规操作虽然容易引发骗税行为，但是，出口

企业从事“四自三不见”并不必然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其是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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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需要严格根据骗税出口退税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

总之，司法机关在无确切证据证明外贸企业从事“假自营、真代

理”、“四自三不见”业务旨在骗取出口退税或放任他人骗取出口退

税的情况下，不应认定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如果外贸企业本身尽到

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则不构成骗取出口退

税罪。

（三）无证据证明具有骗税故意或明知他人骗税，不构成骗税罪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构成骗取出口退税

罪必须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假报出口等骗税行为，造成国

家税款损失。因此，律师在代理骗取出口退税案进行辩护时，可以从

主观方面入手，论证行为人不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公诉机关无证据

证明行为人存在主观故意，进而进行无罪辩护。

1、不能以挂靠方具有骗税故意就认定被挂靠方具有骗税故意

前已述及，以挂靠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在多数行业为法律所允许，

挂靠方与被挂靠方对于经营业务各自发挥作用，但是并不能据此认定

一方存在骗税故意，另一方就一定存在骗税故意。尤其是对于挂靠方

利用被挂靠方资质假报出口骗税的，要想认定被挂靠方构成骗税，需

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在广州德览贸易有限公司、徐占伟骗取出口退税罪案（（2016）

粤 01 刑初 472 号）中，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本案并无证据证

实被告单位德览公司主观上明知挂靠人具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不

能排除被告单位德览公司确系被挂靠人蒙蔽的合理怀疑。公诉机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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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被告单位德览公司、被告人徐占伟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该法院判决清晰指出，在没有证据证

明进出口公司具有骗取出口退税罪的主观故意时，进出口公司不构成

骗取出口退税罪。

2、不能以行为人之间存在退税款分配约定而认定存在骗税故意

在挂靠方式出口，由外贸公司申报退税的案件中，外贸公司取得

退税款以后，无论是与挂靠方进行分配还是给予外商价格优惠或抵扣

货款，都属于对退税收益的再分配，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并不一定与

骗税行为相关联，因此，办案机关不能以行为人之间存在退税款分配

的约定就推定其存在骗税故意。

如在北京博创英诺威科技有限公司与保利民爆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013）民提字第 73 号）中，博创公司与民爆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民爆公司与外商签订设备出口合同并

申报出口退税，退税款由民爆公司全部支付给博创公司。对此，民爆

公司主张该出口模式属于假借出口企业名义出口，违反国家相关规定，

合同约定无效。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表明：“关于出口退税的问题，

该案所涉出口业务项下外贸合同实际履行且已履行完毕，有真实的货

物出口，退税主体是与外商签订出口贸易合同的民爆公司，民爆公司

获得出口退税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作协议》约定民

爆公司在收到外贸合同项下的出口退税款后，在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将

全部退税款支付给博创公司，是当事人之间就民爆公司依法获得的出

口退税款再行分配的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民爆公司有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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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该笔款项。出口退税是我国为鼓励出口而采取的措施，本案并不存

在没有真实货物出口而假冒出口的情形，并非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

情形”。

而在叶某某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中，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不起

诉决定书（杭萧检〔2016〕124 号）载明：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

查一次，本院认为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认定被不起诉人叶某某主

观明知“他人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证据不足，且也不能认定

被不起诉人叶某某构成其他犯罪，没有再次退回补充侦查必要，不符

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决定对叶某某不起诉。

综上可知，骗税出口退税罪的构成必须具备主观故意，而对于骗

税故意的存在，办案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不能以行为

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或者存在退税款分配约定就推定行为人具有骗

税故意。因此，在骗税案件中，主观故意是律师做无罪辩护的一大突

破口。

（四）高报货物出口价格但未产生骗税数额，不构成骗税罪

在实践中，高报出口价格经常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的手段出现，由

此，一旦出现高报出口价格的情况，便使人将其与骗取出口退税相联

系。然而，高报出口价格与骗取出口退税之间并不存在等同关系，出

口退税的依据为企业实际承担的进项税额，如果出现高报出口价格的

情况但案件并无虚开发票情形，则不能说明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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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行为，也不能表明行为人具有骗税的主观故意，更不会必然造成骗

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后果。因此，高报出口价格必然构成骗取出口退

税这一刻板看法缺乏依据。

在海南中渔水产有限公司、周某、袁某犯骗取进出口退税案

（（2017）琼刑终 60 号）中，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根据《出

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试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

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等

相关国家规定中有关出口退税的计算公式、计算方法，高报出口价格，

只能增加免抵退税额，而免抵退税额是否可以转化为实际退税款，还

受已缴纳的增值税额的限制，即以已缴纳的增值税额（进项税额）为

上限，不能超过已缴纳的增值税额。因此，多报的退税数额并不必然

等于骗取退税数额。”最终法院认定，海南中渔水产公司、周某、袁

某骗取出口退税款 348 万余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

怀疑，Z公司、周某、袁某对此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

（五）外商在境内购货或转移货权仍属出口货物，不构成骗税罪

根据税法的规定，所谓的出口货物，是指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

并销售给境外单位或个人的货物，如果外商出于对货物质量把关的需

求到我国境内选购货物，并委托境内主体运输出境，则有可能出现被

税务机关认定为货物销售构成内销而非出口的情况。实际上，这种观

点是对交易关系的曲解，也是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误读。出口退税

制度是国际通行惯例，制度设立初衷为保证出口货物以零税负参与国

际竞争，原则上只要供货方有真实的货物销售，出口企业有真实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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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出口，并承担了进项增值税负，对于所出口货物就可以获得退税的

优惠。外商到境内采购货物，虽然对于货物的采购环节在境内，但货

物最终是要到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如果仅因外商到境内订购就将货

物作为境内销售，显然违背退税制定的初衷。

至于货物风险/所有权的转移，虽然存在货物从生产厂家运输到

境内仓库就归属于外商，货物发生损毁外贸企业对此不承担责任的情

况，但不影响外贸企业申请退税的权利，因为货物风险/所有权何时

转移是私法中的关注点，而是否有真实货物出口才是税法上享受退税

权关注的要点。根据税法的规定，能否退税取决于货物是否真实出口，

这里的出口应是指货物实际的使用地点是境外，不因境内销售方与境

外采购方对货权转移、风险转移等约定而改变对出口的定性。

（六）货物出口各环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骗税罪

出口退税的申报完成因涉及货物采购（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取

得）、报关出口（报关单、货运单等的取得）、收汇结汇（银行备案

单证的取得）、申报出口退税等环节，因此，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

中，办案机关需要围绕上述环节一一查证，并最终就指控的犯罪事实

形成完整证据链。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构成，必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骗

税行为，对于所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

未能查实行为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出口退税时，提供了虚假的增值税发

票、出口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发票等材料，不能直接认定行为

人存在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行为，

现有证据不能完全证实涉案公司系套取他人出口信息，不能排除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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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真实出口业务的合理怀疑，不能对行为人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定

罪。

在安徽 A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安徽 B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何某甲

骗取出口退税案中，潜山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潜检刑不诉

〔2015〕26 号）载明：

经本院审查并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后，本院仍然认为安庆市公安局

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侦查机关未能查实何某

甲向国税部门申请出口退税时，提供了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出口报关

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发票等材料，即不能直接认定安徽 A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安徽 B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

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行为。

侦查机关对于集装箱号是否属相关船务公司独有、集装箱号与海

运提单号是否一一对应、拼柜如何出提单等问题未调取充分证据予以

查实，未全面调取货物生产商、出口商的证言，也未直接找到涉案

15 起出口业务的报关行和收货方调取证据。即以现有证据不能完全

证实安徽 A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安徽 B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涉案 15 起

出口业务均系套取他人出口信息，不能排除安徽 A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 B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有真实出口业务的合理怀疑。

因此，企业应对各环节涉及资料，包括单、证、票、合同等进行

梳理，就业务开展方式、出库货物真实性予以抗辩，律师也应对相关

证据资料充分查阅，以报关单、进项发票等作为依据，逐单逐票梳理，

证明出口业务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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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骗税罪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因此，如果骗税案件中行为人符合这一

条件，则不应按照犯罪处理。

如狮检金融刑不诉[2019]15 号不起诉决定书表明：“本院认为，

张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行

为，但犯罪情节轻微，且具有自首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决定对张某某不起诉。”

再如上检公诉刑不诉[2019]59 号不起诉决定书所指出：“本院

认为，饶某某在无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

口退税，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不起诉人饶某某

系自首，初犯、偶犯，且国家税款损失已被追回，社会危害性较小。

决定对饶某某不起诉。”

相关阅读链接：

外贸供应链平台遭遇假出口骗局，受骗退税平台究竟该如何承担责任？

https://mp.weixin.qq.com/s/CAqsga2HpWjeKePXZyRqIg

外贸企业被他人利用卷入骗税刑案，如何绝处求生阻却刑责？

https://mp.weixin.qq.com/s/Q5rVqS066zqiBOWIFc39Rw

10 年 VS 仅补税，同为伪装自营出口，责任承担为何差异巨大？

https://mp.weixin.qq.com/s/Ct8ko1Ib0nD4SZ7A8QOu5g

税务律师代理骗取出口退税罪成功辩护的七大策略

https://mp.weixin.qq.com/s/_ldUbK9t2owVm0W8Yudwkw

涉嫌骗税 348 万二审改判无罪，高报出口价格不必然构成骗税！

https://mp.weixin.qq.com/s/NpMZv_HxukncxL55mECf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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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骗税犯罪力度不减，律师如何进行无罪辩护？

https://mp.weixin.qq.com/s/SSgQuprjLTPnZ6CtgOsvWA

个人将真实货物挂靠出口企业取得退税款，不应以骗税论处

https://mp.weixin.qq.com/s/LlOXnJaxTYHvZ8fiL_V7Og

企业“假自营，真代理”出口，为何税局会败诉？

https://mp.weixin.qq.com/s/kEH_nypumKnXx9zxwm8bEQ

税总最新答复：虚开、骗税与正常出口退税应这样分清处理

https://mp.weixin.qq.com/s/JhxpGl3SYSmsW--9mCZW3w

供货方虚开/涉嫌虚开，业务真实的出口企业不应承受“无妄之灾”

https://mp.weixin.qq.com/s/3J27mMqT5MurH8pYBzQncw

买单配票骗税案中出口企业、上游开票企业等主体的责任如何分配？

https://mp.weixin.qq.com/s/cXeh4Oqz6HFZPFkEbAKcrg

七、2022 年外贸行业刑事风险防控应对策略

（一）做好防控：加强税法理解，做好风险排查

1、加强出口退税法规与政策的学习

我们在多年的案件代理过程中发现，大量的外贸企业及业务人员

对于出口退税的税法相关规定缺乏了解，甚至对于“自营”、“代理”

等基本出口方式，“假自营、真代理”“四自三不见”等违规模式缺

乏正确的认知。因此，外贸企业合规经营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也是预

防刑事风险发生的重要前提是要加强对出口退税各项法规政策的学

习，明确出口退税业务的合规经营方式与违规风险点，避免因缺乏认

知卷入虚开骗税风险，给企业及相关人员造成损失。

2、审慎开展业务并注重风险排查防控

出口业务涉及环节多、流程复杂，因此，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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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格外注意对各个环节和流程的把关，我们认为，外贸企业要有专人

对出口业务的合规操作进行负责，在业务开展前，要对业务的可行性

及业务风险进行评估，而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要对业务各环节、各流

程进行风险排查与防控，尤其是加强对货物的把控、对增值税专用发

票、出口报关单等退税单证的管理，确保出口退税业务的真实、合法。

其次，要特别注意把握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要加强对供应商和外商

的考察与评定，防范因供应商走逃、失踪、非正常注销或接受虚假增

值税发票，以及供应商与外商相互勾结，造成不能退税以至被利用实

施骗税。

3、借助外部税务律师、税务师力量，定期开展税务健康检查

外部涉税服务机构是各类企业开展业务寻求合规经营的得力助

手，由于外贸企业出口业务具有复杂性，因此更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对

业务风险进行排查。专业的税务律师、税务师可以从会计、税务与法

律的多重角度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税务问题，帮助外贸企业定期开

展税务健康检查，排除业务中刑事责任风险点。

4、积极参与各类合规培训，多方位获取信息

行业协会、法律界组织的合规培训对外贸企业而言大有裨益，可

以让企业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与税务机关、司法机关最新的行动方向、

关注点及对法律问题的态度、处理措施等。多方位获取信息可以帮助

外贸企业及时排查涉税法律风险、调整、改进业务模式，修复业务不

合规问题，做好事先刑事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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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妥善应对：及早应对处理，寻求专业力量

1、重视税务稽查程序，避免行政责任向刑事责任转化

外贸行业涉税刑事案件的来源中税务机关移送占据了较大比例。

因此，如果企业因发票问题被税务机关稽查，税务稽查的结论往往决

定了案件的走向，如果税务稽查认定案件中存在行政违法行为，那么

接下来就很有可能因案件涉嫌犯罪而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时，相

关企业与人员将面临巨大的刑事风险。因此，外贸企业应高度重视税

务稽查程序应对，尤其是在税务机关已经对案件作出虚开、骗税的定

性时，企业应提高警惕，应将沟通、风险化解端口前移，与税务机关

积极有效沟通，以最大程度在行政程序中化解风险，避免承担刑事责

任。

2、妥善应对涉税刑事调查，避免刑事责任风险扩散

一旦稽查程序应对不当，或者公安机关直接介入，外贸企业及其

负责人员将面临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一旦公安机关立案着手侦查，

企业应把握侦查的“黄金时期”，全面梳理涉案业务的各项财务、业

务资料提供给公安机关，将能够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各项材料单独归集

并附充分说明。但在侦查阶段外贸企业也要谨防伪证、妨碍作证的刑

事责任风险，准确划分刑事调查辅导与违法串供的边界，及时聘请专

业税务律师介入应对调查，梳理案件材料，以期准确、真实的反映整

个案件的事实，避免公安以及司法机关对案件整体定性产生偏差，避

免刑事责任风险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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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求专业人士帮助，以专业力量化解刑事风险

骗取出口退税罪等涉税刑事案件不仅涉及刑法的有关规定，还涉

及大量税法、会计等方面的知识，较一般经济犯罪案件更为复杂。在

具体个案的处理中，无论公安经侦机关、检察院公诉部门还是法院刑

庭法官，对于具体的涉税问题包括税额认定，犯罪行为的定性等缺乏

专业知识，只能在案件具体法律适用上的审查，而对于事实认定方面

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对税务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照搬照用。同时，由

于涉税金额特别巨大，“案情重大、罪行严重”等心态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到办案人员对犯罪构成的判断，这些都影响了企业进行沟通的效

果并增加了辩护的难度。此时，如果有税务律师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出

现，对整个案件定性和量刑提出翔实有据的观点，并辅以国内税法、

刑法专家出具的书面意见，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特别关注：重视业务类型，避免违规模式

1、外综服企业要防范成为骗税工具的风险

外综服企业作为退税平台，所提供的产品是“服务”，而非出口

货物，因此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为供货企业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而不是出口货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外综服模式快速退税、便利出口

的行业优势易被利用，转化为骗税案件周期短、易得手、更隐蔽的违

规“优势”，成为间接骗税牟利的工具。对此，外综服企业要构建和

健全好防范出口骗税风险的“防火墙”。一是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应用，

通过数据库建立风险分析模型，达到自动预警的目的；二是逐步建立

完善客户信用监控系统，利用平台自身的技术、数据、方法优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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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供货商及国外客户形成双向的信用监控体系；三是建立税企信息

交流机制，外综服企业积极向税务机关报送业务开展中发现的涉嫌骗

税信息；税务部门提供涉嫌骗税商品、“黑名单”企业信息，帮助其

有针对性的提高风险企业和风险商品的防控能力。

2、贵金属制品、农产品外贸企业要加强风险控制

当前，白银等贵金属制品、农产品出口已经成为骗税出口退税行

为的高发领域，因此，外贸企业如果从事白银制品、农产品出口业务，

要需格外重视出口退税的风险管理。

对于贵金属制品出口业务，外贸企业应着重从货物角度进行风险

把控，要对货物的成分及含量、用途、功能、市场需求、最终流向等

进行把关，同时要清楚上游供货企业及外商的经营情况，避免出口业

务不合规不能退税，或是出口业务被他人利用进行骗税，造成自身利

益损失。

对于农产品出口企业而言，要着重从发票角度进行风险把控，对

于农产品生产、购销、加工全链条上的企业，都应当及时排查潜在的

虚开风险，做好有效的涉税风险防范与隔离措施，保障企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

3、严加防范“假自营真代理”、“四自三不见”刑事风险

我国严禁外贸企业从事 “假自营、真代理”、“四自三不见”

业务，因此，虽然“假自营、真代理”、“四自三不见”下外贸企业

不必然构成骗税，但外贸企业仍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可盲目追求

利益从而铤而走险。外贸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对于业务情况的审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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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过程中，对货源、质量等情况进行认真了解，做到出口商品、货

主、外商切实到位，以此避免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从事“假自营、真代

理”“四自三不见”业务引发刑事风险。

联系我们：

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 官方网站：www.huashui.com

咨询电话：010-64108688 咨询邮箱：zixun@huashui.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18 号佳程广场 B座 17 层 C 单元

微信搜索“华税”，获取更多行业涉税热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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