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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已经 2021

年 12 月 27 日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度第 3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维护正常税收征收管

理秩序，惩戒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行为，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

权益，促进依法诚信纳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税务机关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确定重大税收违法失信

主体，向社会公布失信信息，并将信息通报相关部门实施监管和

联合惩戒。 



 - 2 - 

第三条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应当遵循依法行

政、公平公正、统一规范、审慎适当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第五条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照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章 失信主体的确定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下简称失

信主体）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其他涉

税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 

（一）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

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

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100 万元以上，且任一年度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占当年各税种

应纳税总额 10%以上的，或者采取前述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

已收税款，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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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

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欠缴税款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 

（三）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 

（四）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

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六）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100 份以上或者金额 400 万元以

上的； 

（七）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

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的； 

（八）具有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虚

开发票等行为，在稽查案件执行完毕前，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

税务机关监管，经税务机关检查确认走逃（失联）的； 

（九）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发票、证

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款 100 万元以上或者骗取国

家出口退税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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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

或者少缴税款 100 万元以上的； 

（十一）其他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税收

违法行为。 

第七条 税务机关对当事人依法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未提起行政诉讼，或者申

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

未提起行政诉讼，或者人民法院对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复议

决定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税务机关确定其为失信主体。 

对移送公安机关的当事人，税务机关在移送时已依法作出

《税务处理决定书》，未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当事

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未提起行政诉讼，或者申请行

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

起行政诉讼，或者人民法院对税务处理决定或行政复议决定作出

生效判决、裁定后，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

确定其为失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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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税务机关应当在作出确定失信主体决定前向当事人送

达告知文书，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告知文书应当

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地址。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以税务机关赋予

的纳税人识别号代替； 

（二）拟确定为失信主体的事由、依据； 

（三）拟向社会公布的失信信息； 

（四）拟通知相关部门采取失信惩戒措施提示； 

（五）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相关权利； 

（六）其他相关事项。 

对纳入纳税信用评价范围的当事人，还应当告知其拟适用 D

级纳税人管理措施。 

第九条 当事人在税务机关告知后 5 日内，可以书面或者口头

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当事人口头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税务

机关应当制作陈述申辩笔录，并由当事人签章。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