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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打击考试作弊利益链条

从非法获取试题、答案，到组织考试作弊，向他人非法
出售、提供试题、答案，这种考试作弊“一条龙服务”在现实
中并不鲜见。

“两高”司法解释对此规定，相关行为分别符合刑法第
二百八十二条和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以非法
获取国家秘密罪和组织考试作弊罪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
题、答案罪数罪并罚。

“严惩考试作弊犯罪，特别要打击考试作弊利益链
条。”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缐杰说，针对
现实当中大量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实施考试作弊的情
况，司法解释也作出了规定。要依照刑法相关的规定，以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还规定，组织考试作弊，在考试开始之前被
查获,但已经非法获取考试试题、答案或者具有其他严重
扰乱考试秩序情形的，应当认定为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

此外，司法解释明确了作弊器材的认定标准和单位实
施考试作弊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针对不少考试作弊罪
犯“重操旧业”，司法解释还对此类犯罪的职业禁止、禁止
令和罚金刑适用规则作出了规定。

“打击考试作弊犯罪任重道远。”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
局副巡视员陈飞燕说，公安机关将以各类国家考试为重
点，高压打击组织实施考试作弊的犯罪团伙，深挖打击为
组织考试作弊提供广告、支付、培训、物流等帮助的行为，
追查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公开发布传播国家考试试题、招募
相关人员等行为。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李强说，教育部门将进一步
强化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强化考生法治教育，严格考
试组织管理，净化考试外部环境，对涉考违法犯罪活动保
持高压态势，推动考试安全环境不断好转，全力保障国家
教育考试安全平稳。

“司法解释对于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秩序必将发挥重
要作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
长俞家栋说，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完善各类职业资格考试管
理制度，加强诚信考试体系建设，加强高科技在反作弊中
的应用，打造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 新华社记者 罗沙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

组织考试作弊最高判7年刑
在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考试作弊属于“情节严重”

赚外快、消费返利
投资贵金属……

遇到这十种情况
要警惕非法集资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
非法集资案件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提醒，老百姓要认清犯罪
分子非法敛财的真实面目，自觉抵制高息诱
惑，主动远离非法集资，保护好自己的“钱袋
子”。遇到赚外快、高额投资回报等十种情况，
尤其要提高警惕。

天津市一中院刑二庭副庭长张伟说，近年
来非法集资案件大要案数量持续攀升，案件审
理难度加大，互联网金融成重灾区，并且犯罪
分子犯罪手段隐蔽，组织化网络化趋势明显。

“老百姓要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树立正
确的投资理财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张伟
说，无论犯罪分子非法集资的手段如何变化，
花样如何翻新，以“高息来诱惑”的实质没有变
化，广大群众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积分高倍
返还等项目要保持警惕，及时向有关部门核实
真假，避免上当受骗。

为严厉惩治考试作弊犯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
供试题、答案罪和代替考试罪，适用范围是“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
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明确规
定，“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仅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考试。根据有关法律
规定，包括：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等国家教育考
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产评估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
试、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注册建筑师考试、建造师执
业资格考试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其他依照法律由中央
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

该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前款规定的考试涉及的特殊
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

“这并非意味着对在其他考试中作弊的行为一律不
予刑事追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在最高法
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在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组织作弊，为他人组
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或者非法出售、提供
试题、答案，符合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生产、销售专
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
秩序罪等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作弊
“情节严重”有9类情形

刑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何为组织作弊“情节严重”？“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了9
类情形，包括：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
试、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考试作弊的；导致考试推迟、取
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考试工作人员组织考试作弊的；
组织考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弊的；多次组织考试作弊
的；组织三十人次以上作弊的；提供作弊器材五十件以上
的；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姜启波说，刑法中的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也
设有两档法定刑。与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标准相似，司法解释也从相关试题、答案涉及的考试类
型，造成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后果，行为
主体身份，多次或者提供人次三十人次以上，以及违法所
得三十万元以上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情形。

根据刑法，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为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两高”司法解
释重申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考试构成犯罪的
规定。

姜启波说，为体现贯彻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使
代替考试的行为人悔过自新，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行为人
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综合考虑行为人替考情况
以及考试类型等因素，认为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宣
告缓刑；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
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据悉，考试作弊入刑后，截至2019年7月，全国法院
审理考试作弊刑事案件1734件，判决3724人。其中，组
织考试作弊刑事案件951件、2251人，非法出售、提供试
题、答案刑事案件117件、205人，代替考试刑事案件666
件、1268人。

考试是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维护考试公平事关社会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3日发布关于
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考试作弊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
题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

4类考试属于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张伟提醒，老百姓遇到以下情
况之一的，务必要提高警惕：

（1）以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
（2）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

等为幌子的；
（3）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

养老为幌子的；
（4）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而不

办理企业工商登记的；
（5）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6）以扶贫、慈善、互助为幌子的；
（7）在街边、小区、商场、超市等违法违规

发放广告的；
（8）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

年群众的；
（9）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

的；
（10）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

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新华社记者 翟永冠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