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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最高法：近 9 年判处组织考试 

作弊、替考等罪犯 11146 人 

 

全国高考在即，最高人民法院于 6 月 5 日遴选发布近年

来生效的 5 个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典型案例，进一

步明确裁判标准，要求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组

织考试作弊等犯罪行为。 

澎湃新闻注意到，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

十四条之一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

答案罪、代替考试罪，对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等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作出专门规定。 

2019 年 9 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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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2019〕13 号，以下简称《解释》）施行，为依法有

效打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指引。 

据通报，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九）》施

行以来，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人民法院审结的组织考试

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案件共

4007 件，判处罪犯 11146 人。 



- 27 - 
 

最高法表示，近年来，受经济利益驱使，伴随无线通讯

技术的迅猛发展，考试作弊犯罪的组织化、团伙化程度越来

越高，跨地域、大规模、非接触式的有组织的作弊活动逐步

涌现，相关犯罪行为愈发隐蔽。少数考试培训机构为牟利，

打着“报名调剂”“保录包过”“不过退款”的旗号，大肆向考生

提供所谓“助考”服务，诱导考生作弊犯罪。围绕考试作弊，

逐渐形成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相互依赖、分工严密的利益链

条，严重损害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必须依法惩治，对情节

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的，更应依法从严打击。 

最高法表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注重把

握以下几点：一是突出重点依法严惩。对具有在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等国家考试

中组织作弊，监考老师、教培人员等组织作弊，组织多名考

生跨省作弊，多次组织作弊，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等情节的，

特别是对组织考试作弊的始作俑者、考前窃题的“内鬼”、多

次组织作弊的累犯惯犯等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同时，组织考

试作弊犯罪往往一案查处多人，除主犯外，有的是在读大学

生因法治意识淡薄、贪图小利被雇用为“枪手”，有的是考生

及家长投机取巧而误入歧途，有的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

小，多数在开考前或考试中即被查获、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案件不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后果、

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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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较轻、危害不大、认罪认罚的，做到当宽则宽、罚当其

罪，发挥好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 

二是全链条依法惩治。近年来，许多组织考试作弊犯罪

已逐步形成分工明确、配合紧密的犯罪链条，上游有人非法

获取试题，中游有专人负责采购或制作作弊器材、招揽作弊

“生源”，下游有专业“枪手”负责答题。而有的作弊考生为了

降低作弊“成本”或出于朋友“义气”，还非法将试题、答案层

层转卖、提供给他人。人民法院在准确查明各被告人参与的

不同环节、行为的基础上依法判处各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根据有关法律和《解释》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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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

的“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实施组织作弊等行为的，并非一律

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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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管理秩序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亦应追究刑事责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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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外，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

再犯罪的需要，依法宣告职业禁止或禁止令。 

三是积极促进源头治理。一些地方的人民法院依法能动

履职，通过个案或类案审理发现考试培训乱象、内控机制不

完善、行政处罚缺失等突出问题，向教育主管部门、公务员

考试主管部门等发送司法建议，促进规范管理考试培训，健

全行业准入制度和内控机制，清理违法违规机构，升级智能

安防措施，强化作弊违规惩戒。许多地方通过组织在校学生

旁听庭审、典型案例宣传等以案说法，加强法治教育，既有

力震慑了不法分子和试图作弊考生，也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

牢固树立诚信意识，自觉抵制考试作弊行为，从源头上减少

此类犯罪发生。 

最高法表示，人民法院将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

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行为，维护公平考试秩序，弘扬诚

信社会风尚，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 

（来源：上海澎湃新闻官方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