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增值税是国家及地方税收的中流砥柱，一直都

是我国税收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的纳税金额主要取决于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后的

余额，其中进项税额的抵扣需要符合抵扣条件，且以

认证通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扣税凭证。因此，一

些不法分子想方设法利用监管漏洞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进行偷税、漏税、骗税以谋取非法利益。

黄金具有体积小、价值高的属性。在上海黄金交

易所及其会员单位购买实物黄金取得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简称“黄金票”），能够用来抵扣销项税额。国家

税务总局 2015 ~ 2017年披露的案件中，利用黄金交

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约占一半，是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重灾区，其涉税金额大，是其他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涉税金额的10倍左右。由于虚

开“黄金票”案件的社会危害大、监管难度高、发生频

率高、涉税金额大、波及范围广，因而对此进行研究

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宁波“黄金票”案

2017年宁波国税局与公安机关联手查处的一

起虚开“黄金票”案件极具代表性，不法分子的一系

列作案手法值得关注。

1. 案情简介。2015年5月，X贵金属有限公司和

J贵金属有限公司在宁波办理税务登记，法定代表人

分别为李某和张某，实际控制人均为金某，经营项目

均为贵金属、金属材料和金属制品批发。2015年7月
~ 11月期间，两家企业先后 6次从上海Y商贸公司、

南京C网络科技公司和重庆L黄金投资公司购入黄

金，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379份，总金额 2.28亿元；

向北京、天津等 9省市的 34家企业开具品名为黄金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63份，总金额2.27亿元，销货款

均未实际收取，实际是无货交易；在深圳某小镇的黄

金交易市场以2.1亿元向8家个体商户抛售黄金。34
家企业实际上由金某团伙控制设立，获取品名为黄

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对外开具品名为钢材、建

材、日用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年 12月，X公司和 J公司收到停票处理的

通知，随即停止纳税申报。X公司和 J公司以及34家
企业负责人在随后的3个月内先后走逃[1]。目前，最

终认定两家企业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

为，宁海县国税局稽查局已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公

安机关已对金某等涉案人员实施网上追逃。

2. 案例分析。这起虚开“黄金票”案件符合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二百零五

宁波“黄金票”案引发的税务稽查与监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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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

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

之一的，违反有关规范，使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本

案件具体表现为虚构黄金购销交易，为自己、为他人

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主观是故意行为，以收取高

额的手续费为目的。

涉案嫌疑人金某利用他人身份信息成立X公司

和 J公司，向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购买黄金

套取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将黄金抛售，并向该

团伙控制设立的 34家企业无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163份，涉及金额2.27亿元。X公司、J公司和34家
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金某，实质上是一个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生产加工链条，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涉案企业的利益链条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对应

图1中的四个虚线框）：

（1）“套取发票”——虚开企业A自黄金交易所

会员单位购买黄金。X公司和 J公司从黄金交易所会

员单位Y公司、C公司和L公司购买黄金，获取品名

为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2.28亿元，申报

抵扣进项税额合计 3880万元，货款已全额支付。购

买黄金是虚开“黄金票”整个链条的起点，目的是套

取大额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

（2）“分销黄金”——犯罪团伙向深圳某黄金交

易市场抛售黄金。深圳某黄金交易市场是整个利益

链条的“保险单”。犯罪团伙把购买的黄金销售给深

圳某黄金交易市场的个体工商户，目的是利用无须

向该市场中的个体工商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漏

洞，巧妙地避开缴纳增值税的义务，同时产生巨额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富余。

（3）“票货分离与层层洗票”——虚开企业A、B
的虚假交易。X公司和 J公司通过虚构黄金销售交

易，虚开品名为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把巨额增值

税专用发票分散到 34家下游企业，即“票货分离”。

通过虚开企业之间的“层层洗票”，使下游各企业有

充分的进项税额，同时延长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链条，

提高其可信度，为下一步“变票”交易做准备。

X公司、J公司与 34家下游企业的交易是整个

链条的中间环节，目的是通过延长增值税专用发票

认证和抵扣的链条，分散风险，降低被查处的几率。

（4）“变造虚开”——虚开企业B向受票企业变

造虚开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主要是比

对购销双方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开具发票的金额、税

额、日期等内容的真实性，不涉及企业购销货物的一

致性。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固有缺陷，税务机关不能识

别购销货物严重背离的异常情况。因此，34家下游

企业利用发票认证和抵扣的漏洞，为其他企业变造

虚开品名为钢材、建材、日用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收取高额的开票费。虚开企业B与受票企业的交

易是整个利益链条的终点，也是产生利润的关键环

节。通过改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品名，轻易地躲过了

税务机关的检查，获得高额的“变票”收益。

综上所述，前三部分的交易都不产生利润，只是

为获取利润搭桥铺路，其目的是给34家企业输送高

额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从而为受票企业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获取高额“变票”收益。第四部分的“变票”

销售才是真实的利润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收取开票费的比例

一般为票面金额的 3% ~ 11%[2]。以本案交易金额

图 1 宁波“黄金票”案的利益链条

黄金交易所及其会员
套取发票

实付2.28亿元

进项3880万元

上海Y商贸公司
南京C网络科技公司
重庆L黄金投资公司

虚开企业A

X贵金属有限公司
J贵金属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贵金
属、金属制品批发

票货分离

应收2.27亿元

销项3872万元

层层洗票

虚开企业B

34家企业

经营范围：钢材、
建材、日用品

分销黄金

实收2.1亿元 无销项

深圳某黄金交易市场

变造虚开

受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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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亿元为例，虚开企业获利金额最低为681万元，

最高达到 2497万元。若受票企业以票面金额 11%的

价格购入增值税专用发票，以17%的比例进行抵扣，

即实际减少缴纳的增值税额为票面金额的6%。

“变票”销售是不法分子虚开“黄金票”的常用手

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可以获得“变票”收

益，接受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企业可以少缴税款，表面

上看是一个“双赢”的交易。但是，该行为严重违反了

相关法律，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同时造成税

额的大量流失，严重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

三、违法手段分析

宁波“黄金票”大案是一起团伙犯罪案件，涉案

人员不仅构建了严密的利益链条，而且冒着违法犯

罪的风险顶风作案，其违法手段如下：

1.“投机”——利用黄金交易市场的发票适用、

发票认证漏洞。一是企业无须为深圳某黄金交易市

场内个体工商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不产生

销项税额。二是由于技术上的固有缺陷，税务机关在

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环节难以识别购销发票严重背

离的异常情况。这两个漏洞为不法分子虚开“黄金

票”提供了契机。不法分子在向黄金交易所及其会员

单位购买黄金之后，又向深圳某黄金交易市场抛售

黄金，从而产生巨额的富余增值税进项税额。由于发

票认证的缺陷，不法分子可以变造品名，对外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

2.“取巧”——借助时间差逃避税务机关的稽

查与监管。增值税专用发票于企业发生购销业务时

开具，而增值税的纳税申报一般是购销业务发生的

次月 1日起 15日内。时间上的差异足以使不法分子

在牟取暴利后迅速隐匿行踪。X公司和 J公司利用开

票和申报纳税的时间差，在短时间内大量领购专用

发票并疯狂对外虚开，获利后将企业注销，相关人员

全部逃逸。

3.“谋划”——构建虚实相间的业务活动长链

条进行粉饰。首先，犯罪团伙金某等人在构建虚开

“黄金票”业务链条时，业务链的起点是真实交易。

其次，X公司、J公司与34家下游企业的注册都是利

用他人身份，抛出迷雾弹，避免暴露真实身份。最

后，虚构购销业务，延伸业务链条，粉饰购销交易，

层层洗票，增加税务稽查的难度，为对外虚开发票争

取时间。

4.“累犯”——实施犯罪活动的团伙多为屡次

涉案的惯犯。犯罪团伙金某等人此前已经谋划实施

了安徽固镇县另一起虚开“黄金票”的违法活动，他

们早已被列入网上追逃虚开“黄金票”嫌疑人名单。

该犯罪团伙实施“游击战”策略，在牟取不法利益之

后，立即隐匿行踪，瞅准机会在其他地方进行下一次

“作战”。

四、虚开“黄金票”案件频发的原因

1. 巨额经济利益驱使。以本文案件为例，在两

个月内，对外虚开发票面额达到2.27亿元，并收取巨

额的好处费。可见，虚开“黄金票”能在短时间内为不

法分子带来暴利，诱使其铤而走险，顶风作案。

2. 税收制度不够完善。在虚开“黄金票”案件

中，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销售企业无须为黄金市场

个体工商户开具增值税发票，因此不产生销项税额，

从而产生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富余。此外，增

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技术存在缺陷，难以识别购

销发票严重背离的情况。两方面的缺陷共同构成了

虚开“黄金票”的缺口。

3. 工商登记存在缺陷。国家“简政放权”、“三证

合一”登记制度实施以来，企业设立门槛大大降低。

此外，工商登记的程序本身存在缺陷，无需实名登

记，无需企业法人亲自到场。管理机制的缺陷为不法

分子提供了操作空间。不法分子利用他人身份大量

设立空壳公司，延长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链条，给税务

稽查增加了难度。

4. 税务稽查难度大，反应时间长。税务稽查是

阶段性的，包含选案、实施稽查、审理、执行四个阶

段，其中选案和实施稽查是关键环节。选案的前提是

各种预警指标以及多渠道的信息分析。受税务稽查

管辖权、层级管理的程序性限制，以及保护正常经营

户不受干扰等的合法性限制，实施税务稽查的时效

性存在缺陷。

五、完善税务稽查与市场监管的建议

1. 构建税务大数据平台增强税务稽查功能。构

建全国统一的税务大数据平台，实现跨省、跨税种、

跨业务的数据链接，增强税务稽查功能。一是该平台

可以弥补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的漏洞，通过准确追

踪发票动态，比对购销发票的一致性（如进销品名

是否严重背离），对全过程进行数据分析，实现全方

位实时监控。二是该平台对相关涉税行为进行分析，

可以及时发现多种异常行为，快速找出风险点。例

如：新办企业后大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新设企

业登记信息雷同、同时开设多家新设企业等。三是该

平台可以加快信息的传递，降低信息的时滞性，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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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税务稽查决策的效率。四是该平台可以综合利

用各部门大数据，为税务稽查提供充足的证据，降低

税务稽查成本。

2. 确立“业务为本，四流合一”的关键环节。对

业务流、发票流、实物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核查

是税务稽查的关键环节。通过对上下游企业的调查，

厘清企业业务流、发票流、实物流和资金流脉络，寻

找企业虚开发票的证据。

如图2所示，虚开“黄金票”涉案企业的业务流、

发票流、实物流、资金流都不一致。第一，发票流与业

务流不一致，存在黄金购销业务，但没有获取增值税

专用发票。第二，实物流与业务流不一致，有业务往

来，但没有发生实物交割。第三，业务流链条上存在

购进、销售货物严重背离的现象。第四，资金流断裂，

资金主要汇集在犯罪团伙内部。通过梳理整个交易

链的“四流”，很容易发现涉案企业存在虚假开票的

嫌疑。

3. 完善黄金交易的用户、市场和信息监管。虚

开“黄金票”业务链条的起点是向黄金经销企业购买

黄金，获取大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方面，为完善

黄金交易的增值税发票链条，相关部门应针对无须

对黄金市场个体工商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

做出灵活变动。只要销售黄金，就会产生销项税额，

承担纳税义务，避免产生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

税额富余，切断虚开“黄金票”、逃避增值税纳税义务

的源头。另一方面，为实现税务源头控制，税务部门

应利用税务大数据平台，与黄金交易会员单位建立

数据连接，实时掌握黄金动向，确定“黄金票”税务稽

查的范围和重点，从而尽可能地防止利用黄金交易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现象的发生。

4. 充分借鉴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核定制度。黄

金和农产品类似，既可以直接销售，也可以加工后再

销售。购入黄金进项税额的抵扣

可以借鉴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规定，即不再凭扣税凭证直

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而是根

据购进黄金的各期加工或销售

情况，按照一定的扣除标准，核

定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实施

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税务部门需

要根据黄金交易的特点，设置恰

当的扣除标准，区分纳税人行

为，确定核定扣除公式。一方面，

能够平滑各期税收，保证税收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可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税务机关对

“黄金票”的控制，保证黄金交易

的真实性，从而给短期内大量虚

开“黄金票”后走逃的企业加上

一道枷锁，保证税收安全。

虚开“黄金票”案件涉及范围广、业务链条长、涉

税金额大、性质恶劣，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危及国家

税收安全。为了提高税务稽查的效率和效果，建立全

国统一的税务大数据平台是大势所趋，完善增值税

抵扣链条、加强黄金交易市场监管是必然手段，确立

“业务为本，四流合一”是关键环节。期望通过这些改

进措施，增强税务稽查功能，发挥威慑与警示作用，

降低虚开“黄金票”行为发生的几率，维护市场秩序，

保证国家税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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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虚开“黄金票”交易链的“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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