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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与走私犯罪新型化的双重挑战，跨境电商走私法律制度的完善已是经济发展与法

治进步不可回避的现实法律问题。应在梳理跨境电商行业模式与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跨境电商走私

的法律问题和新型走私模式，并合理、科学地提出刑事与税收法律层面的纾困之策。在实现预防走私犯

罪发生、维护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目的的基础上，完成刑法与经济法规制走私涉税行为的合理衔接，平衡

法律规制需要与商业效率需求，探索元宇宙和多元治理模式下的治理路径，实现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

双维度技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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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dual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
merce and the new type of smuggling crim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cross-borde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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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smuggling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actical legal problem for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rule of law.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models and basic concepts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the legal problems and new smuggling modes of cross-
border e-commerce smuggling should be analyzed, and the criminal and tax legal rescue measures 
should be put forward reasonably and scientifically. In the prevention of smuggling crime, maintain 
the purpose of the na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rder, on the basis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economic regulations smuggling tax reasonable cohesion, balance legal regulation needs and 
business efficiency demand, explore the universe and multiple governance mode of governance path, 
tool rational and technical rational two-dimension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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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保障跨境电商健康合法合规发展、完善跨境法律体系，需探寻规制跨境电商走私法律问题的法治

路径，应对跨境电商发展、税收征管、走私罪适用困境等挑战。当前在对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和走私问题

的研究中，学者或研究减免税措施并提出对特别征税措施的完善建议[1]，或研究跨境电商中关税法规的

改进措施[2]，或探索海外代购走私案件中的侦查与防范对策[3]，或从学理角度探寻互联网金融活动中刑

法谦抑性的体现[4]，亦有针对海外代购涉刑问题风险应对措施的专门研究[5]。但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交

易环境，针对跨境电商新型走私案件中刑法与税法等综合性法律问题的系统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在梳理

跨境电商行业模式与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学界对跨境电商走私问题的研究角度传统、研究对象

单一的理论研究现状，以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监管博弈理论为基础，以全球治理跨境协调为参考，分析

跨境电商走私的法律问题和新型走私模式，力求全面合理、科学有效地提出针对跨境电商走私在刑事与

税收法律层面的纾困之策。面对国内侧重刑事处罚与行政监管的现状，参考域外建立现代化海关监管模

式的方法，笔者使用案例分析法，对新型走私模式进行溯源，分析直播带货等走私模式下的法律问题和

案件争议焦点，厘清跨境电商走私新形态下法律规制的漏洞；利用比较分析法，对比域内外对跨境电商

走私的立法规制；采用法律解释学方法，结合体系解释的思路解释经济学术语与法律术语，厘清新业务

模式和犯罪形式下与已有法律制度的衔接方式。 

2. 我国跨境电商走私模式的概念及类型 

(一) 跨境电商模式概述 
跨境电商主要指的是跨境网络贸易，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型贸易形态，是电子商务和跨境

贸易的有机结合[6]。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跨国贸易往来频繁，促进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迅速

发展。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国家大力支持的新业态发展模式[7]。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时代推动经

济发展、促进数字化治理、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销售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时代化背景下电子商务

的发展趋势逐渐显现出个性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特征。 
涉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常见商业模式有 B2B 模式、B2C 模式和 C2C 模式。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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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模式，交易双方均为企业。其一般交易规模较大，通常涉及批发或大宗商品，

且交易流程复杂，注重供应链管理，如阿里巴巴国际站(企业采购平台)。该模式也可能涉及走私，但呈现

的形式可能是化整为零的蚂蚁搬家型走私。B2C (Business to Consumer)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业模式，

企业直接向最终消费者销售产品或服务。该模式下交易的规模较小，但交易频率高，通过电商平台、自

建网站或移动应用进行销售，如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该模式下网店的商家较可能在进货阶段为降低

成本而实施海外进货偷逃关税的行为从而涉及走私犯罪。C2C (Consumer to Consumer)消费者与消费者之

间的商业模式，个人用户之间直接进行交易，就是狭义的代购，其交易规模小。C2C 模式下的海外代购

具有主体个体性和商品流通跨境性的特点，我国现行的税收实体法律制度并未对之有针对性规定[8]。其

纳税方式或可对标个体工商户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规则[9]。 

(二) 跨境电商走私模式理论探讨与实证考察 
走私的本质上是无视法律规定，逃避应缴税款或进出口明令禁止的物品，前者是本文涉及的走私内

容，其不仅会损害国家利益，亦会对国家贸易市场和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在国家关税制度衍生

下的经济犯罪很难被认为是会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10]，但其危害的是国家利益和整个市场秩序

[11]，亦会对国内传统企业造成冲击。从事代购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若涉及海外代购不如实申报关

税时，会触犯走私罪。海外代购则指按照他人委托，个人代购者或组织从国外购入商品，由本人带回国

或邮寄回国的方式谋取差价利益，而若代购者在此过程中逃避关税则构成走私。近年来我国海外代购规

模不断扩大，但由于我国缺乏对海外代购和走私的区分界定，导致消费者甚至代购者本人无法界分代购

行为是否构成走私[12]。我国虽有关于规制海外代购方式的探索 1，但并没有系统性地提出针对海外代购

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 
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制度结构对经济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出发，现代意

义上的走私是通过非正式的灰色方式降低交易纳税成本，其规避程度达到一定限度会被界定为犯罪。当

走私的边际效益大于监管边际成本时，非法的规避方式就会自发形成，这符合科斯定理。以监管博弈理

论为研究方式时，更多会考虑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如企业应对严格监管的政策会向技术创新

型规避策略进行演化。 
实践中的新型跨境电商走私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包税”走私模式，典型的案例就是 2022

年深圳市昊福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包税走私案，该案本质当事人委托走私通关团伙共同触犯走私普通

货物罪 2。二是低报价格走私型，如 2023 年上海刘某二手钢琴走私案 3。三是蚂蚁搬家型代购走私，即

化整为零型走私，如广东省高院审理的从事服装代购的淘宝网店店主游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的案件，涉案游某以拆分携带、雇人运输的方式偷税牟利 4。对蚂蚁搬家型走私的规定在 2011 年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就有规定，即以一年内的走私行为次数为入刑考量标准。这也符合对

走私犯罪从走私数量标准到走私数量兼次数双重标准转变的需求[13]。四是政策漏洞型走私，即利用

2023 年出台的跨境电商正面清单制度对个人物品、优惠税率申报的滥用 5。如浙江王某某利用出入境身

份便利走私案中，涉案主体王某某自身系境外导游，其利用工作的职业便利，用寻求他人帮助绕关的

方式走私逃税，触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6。利用政策优惠的案件还有 2023 年浙江省的关于利用他

 

 

1参见海关总署《关于海南离岛游客免税购物监管办法的公告》(2020 年第 79 号)。 
2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03 刑初 90 号判决书。 
3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 03 刑初 137 号判决书。 
4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终 697 号判决书。 
5参见《海关科普：一文读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制度》。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975809990730623 
6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1 刑初 39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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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离岛免税额度的案件 7。此类案件都是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漏洞或相关政策执行主体的规制失范现状

进行走私。 

3. 我国跨境电商走私行为规制的法治困境 

跨境电商行业的迅猛发展带来的走私形式隐蔽化、智能化发展为跨境电商走私法治规范提出新挑战。

我国现行法治体系在跨境电商的走私税收制度、走私刑事法律制度方面存在规则滞后与适用失范等困境，

无法适应新型走私犯罪模式的规制需求。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加密、隐私保护等技术手段也为监管部门

的调查取证设置了障碍，使得走私行为的查处更加困难。 
(一) 跨境电商走私税收法律制度规范困境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征税和纳税的主体、主体的权利义务、税法要素构成都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14]。

对跨境货物征税的内容包括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行邮税与进口税的双轨制导致了一定的套利空间。

根据通关货物是否自用可以将之分为货物和物品，当物品超出个人使用的合理数量但数量和价值在免税

额度的限制之内则无需缴纳关税，只需对超出部分缴纳行邮税[15]。所谓行邮税是指通关行李和邮递物品

的进口税。海外代购者个人单次交易超过一定限度还需要缴纳属于流转税的增值税，当然其存在一定的

起征点限制 8。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漏洞导致民众对网上交易行为的纳税要求不明，加之个人网店营业账

簿的失范现状[16]，经营者或会以网店形式逃避缴税义务，这种消费者和经营者对网店、网购的征税疑惑

亦是导致走私犯罪案件频发的原因之一。我国的三单对比机制要求订单、支付单、物流单三单的信息必

须一致，但该机制存在一定的技术滞后性，无法应对跨境电商模式下订单核对的需求。虽然在跨境电商

2019 新政之后，跨境电商企业的行业规制逐步走向合法合规，但由于自用物品的标准界定不明确等问题，

导致个人物品申报、税收优惠的滥用问题仍然突出。税收征管机制中亦存在信息不对称、平台责任不明

确、技术更新不足等问题，且当前关于跨境电商通关的税率使用混乱，存在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交叠的

情况。 
(二) 跨境电商走私刑事法律制度规范困境 
刑罚是国家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对海外代购等行为的刑事处罚应当严格遵循法定与谦抑的原则。走

私犯不属于实施杀人等行为的自然犯，而是属于以行为人对法规或政令的违反来判断其违法性的法定犯，

故在判断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刑罚意义上的走私时，需要先判断其逃税金额是否足够以刑法来惩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以及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十万元以

上的或一年内达到规定次数的会触犯走私罪。9对比刑法中对偷逃关税与偷逃增值税、消费税的惩罚力度，

可以发现实践结果居然显示代购行为比明星巨额逃税的惩罚力度要大很多，逃税罪最后往往以补交税款

和行政处罚的方式结案，但走私罪却以刑事处罚的形式告终。其原理仅凭两者侵害法益不同很难让群众

信服，遑论使代购者意识到行为的可罚性。 
随着全球跨境电商走私引发双重起诉案件逐年增长，跨境电商走私的管辖问题和平行诉讼困境日益

突显。且涉嫌走私的案件会先被移交海关部门，只有在经过超规定走私额度的判断之后方可入刑，此时

才会被移交公安侦查部门，最终被移交检察院。这种跨部门的执法和侦查必然涉及部门衔接和证据移送

的问题，在移交过程中的交接和对前后部门证据的采信都会对案件的审理和最终结果造成影响，加大了

走私案件在实践中认定的不确定性。此外，2014 年两高发布的有关走私案件认定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当

 

 

7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 01 刑初 110 号判决书。 
8参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知》(财税[2018] 33 号)。 
9参见 201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 16 条。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8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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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时间不确定时，以案发时各项征税标准计算 10，这种做法实际上否定了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走私

犯的适用。但归属于新旧之法变动的税率变化原则上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17]，即以整个审理过程中

较低税率的标准计算逃税额[18]。司法解释和刑罚原则的冲突为走私犯罪定罪量刑带来现实困扰。 

4. 域外跨境电商走私行为规制的立法经验与启示 

(一) 域外电子商务计税方式改革及其启示 
域外在跨境电商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立法经验，其中欧盟在其第 2009 号条例中对

跨境网购的物品规定了 15 欧元的免税门槛和 150 欧元的计税标准，以及 15~150 欧元之间的商品仅以商

品自身价值计税，150 欧元以上的商品增加增值税为计税依据[19]。欧盟于 2015 年改属地管辖原则为消

费地管辖原则，进行了电子商务税收纳税原则的规制更新[20]。在税率改进方面可以借鉴欧盟对 VAT 增

值税税率的调整策略 11。欧盟的这一改革旨在适应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确保税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欧盟通过这一原则调整，有效避免了电子商务活动中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同时，

欧盟还加强了对跨境电商企业平台注册的要求，确保税收部门能够准确掌握企业交易情况，从而有效打

击跨境电商走私行为[21]。这些立法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启示我们在完善跨境电商税收征管制

度时，应注重税收原则的适时更新，强化企业信息报告义务，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电商走

私行为。 
此外，我国在涉及跨境电商的税收客体改进方面可以参照欧盟 2023 年颁布的《数字服务法》(DSA)

对平台的规范思路 12。《数字服务法》中对平台服务者的规制和受信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交易的合

法性和税收的合规性[22]。我国在完善跨境电商税收征管制度时，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加强对平台的监

管和规范，从而通过平台加强对跨境电商活动的税收征管。 
(二) 域外电子商务免税漏洞规制及其启示 
美国在 1995 年成立了跨机构电子商务工作组专司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23]。且美国为了防

止商家钻“销售样品”免税的漏洞，在通关时为销售样品打孔，使其销售价格不得低于一美元。此举有

效规制了利用税收政策漏洞的行为。此外，澳大利亚也针对电子商务税收免税漏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4]。
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交易的税收标准，并对免税商品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以防止商家利用免

税政策进行逃税。澳大利亚税务部门还加强了对纳税范围的细化和规范化，以便税务部门对交易进行核

查和征税[25]。这些措施有效防范了税收监管漏洞带来的风险，保障了国家税收利益。关于缴纳方式和缴

纳地点的规制，日本以 1 万元和 30 万元为界，界分必须在现场缴纳、可以选择现场缴纳或取回物品时缴

纳，以及必须去邮局窗口缴纳的针对邮寄物品的缴税方式[26]。在税务信息报送方面，法国在《税法诉讼

法典》里规定了第三方涉税信息报送的义务[27]。 
我国在完善跨境电商税收征管制度时，可以借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加强对免税政策的监管和

规范。同时参考日本和法国的做法，规范化设置缴纳税收的程序规则，明确第三方申报义务。具体而言，

其一是明确免税商品的范围和条件，防止商家利用免税政策进行逃税；其二是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监

管，要求其提供详细的交易数据，以便税务部门对交易进行核查和征税。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堵塞

税收漏洞，保障国家税收利益，同时促进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最后分类分级设置纳税地点与缴纳方式，

清晰化、规范化规制电子商务主体纳税流程。 
(三) 域外电子商务走私刑事惩罚机制及其启示 

 

 

11参见 AVASK 跨境合规：2025 年的欧洲 VAT 税率是多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0754405866387040&wfr=spider&for=pc 
12参见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信息中心：欧盟《数字服务法》开始实施。 
https://cceeccic.org/138805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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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刑事规范中对走私犯罪的规定具有“严而不厉”的特点，其处罚方式多是财产刑和资格刑[28]。
具言之，域外在走私刑事规范层面多以设定高额罚金的形式作为走私犯罪的财产惩罚方式，通过增加违

法成本的方式遏制走私行为。同时运用如暂停或吊销相关经营许可等资格刑的方式对潜在违法者形成威

慑。这种“严而不厉”的立法理念，既体现了对走私犯罪的严厉打击态度，又避免了过度严厉的刑罚可

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于我国而言，应结合我国跨境电商走私行为的实际情况，借鉴“严而不厉”的

域外立法理念，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增强打击走私犯罪效果，维护国家税收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 
在刑事证据存储方面，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154 通过《区块链海运电子提单数据交互流程》，其

以区块链作为电子提单载体，为打击新型走私犯罪提供了思路 13。该标准不仅提高了电子提单的安全性

和可信度，还为追踪和记录货物交易提供了不可篡改的证据链。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特性，

每一笔交易都能被准确记录并实时更新，使得执法机构能够更有效地监控和打击利用虚假电子单据进行

走私的犯罪活动。此外，这种技术还能够简化海关清关流程，提高货物通关效率，同时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探索在跨境电商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来加强刑事证据的存储和管理，从而

提升打击走私犯罪的效率和准确性。 

5. 我国规制跨境电商走私行为的完善路径 

(一) 优化跨境电商走私法律规制 
从立法角度考量，在细化刑法具体条款方面可以考虑对危害税收征管罪的优化，或可增加跨境电商

逃税罪，但需考虑其可操作性以及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在解释层面应当明确“自用物品”的认定标准。在程序规则层面应当建立跨境税收征管特别程序，或

促成海关总署与税务总局共建“跨境税收智控平台”。针对逃税罪和走私罪惩罚力度差异大的问题，或可

从体系解释和想象竞合犯处理方式的角度入手，调整对走私中逃避关税和增值税、消费税的处理方式。 
同时注意立法的灵活性与前瞻性。加强应对技术走私的法律规制路径，如针对暗网与加密通信、虚

拟货币支付、智能物流设备，以及涉及对个人信息保护与使用与数据爬取等问题的新型走私规则的创制。

同时预防如利用人体肠道菌群改造携带基因药物、纳米技术等走私载体的创新，以兜底性开放式的条款

加强立法的灵活性，体现立法技术的前瞻性。 
(二) 建立走私涉税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可以考量以府院联动的模式进行涉案信息的处理，同时建立跨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参考

互联网治理理论建立机构、政府部门和刑罚相配合的多元合作模式[29]。具体而言，府院联动模式可以通

过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协同合作，实现涉案信息的高效流转与处理，确保执法与司法环节的无缝衔接。跨

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则可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各国执法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提升打击跨境犯罪的效

率。在互联网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可以构建由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参与、企业配合的多层次治理体系。

政府部门负责制定规则与监管，行业协会提供行业自律标准，企业则通过技术手段落实合规要求。此外，

刑罚作为最后的保障手段，应对严重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为增强治理效果，还需引入国际组织和其

他国家的合作机制，共同制定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统一标准，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的完善。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既能提升治理效率，又能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最终实现跨境涉

案信息处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三) 加强技术防控更新 
随着智慧海关大数据预警系统构建思路不断优化，依赖智慧海关防范跨境电商走私以及科学保存涉

 

 

13参见人民资讯：区块链海运电子提单国际标准立项通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05312553580487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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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数据的改进路径或可成为现实 14。实践中可以利用新技术，如 AI 图像识别系统检测包裹内是否夹带、

智能记录携带者通关次数，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为“数字贸易港”，引入区块链溯源、智能云仓等前沿

技术，提升贸易透明度和效率 15。同时注重证据收集技术的更新与大数据存证平台的构建，利用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区块链技术可以为电子证据提供去中

心化的存证服务，确保数据链的透明与可追溯；人工智能则可通过智能分析快速筛选和提取关键证据，

提升证据收集的效率与准确性。大数据存证平台的构建应整合多方数据资源，包括执法部门、企业、金

融机构等，形成统一的数据共享与协作机制。通过数据标准化和互联互通，实现跨境涉案信息的快速调

取与分析，为执法和司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四) 回应元宇宙治理形态下对走私涉税问题的规制 
与新型治理模式——元宇宙——治理相关的法律热点与难点包括对虚拟环境中的逐利行为是否征税

[30]。在元宇宙的治理中，首要任务是构建公共秩序，而非单纯追求自由，元宇宙平台不应成为税收的真

空地带，作为人类社会的数字化延伸，用户在元宇宙中进行虚拟财产交易或创造虚拟价值，这些行为背

后往往涉及现实货币的流动，因此必须纳入税收监管范围。通过建立有效的税收征管机制，可以确保虚

拟经济活动与现实经济的衔接，维护公平有序的元宇宙环境[31]。应当加强元宇宙走私风险防控，提出回

应虚拟物品确权难题的应对方案。针对元宇宙中的走私风险，需建立虚拟物品的追踪与监管机制。通过

区块链技术记录虚拟物品的交易流转信息，确保其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同时利用智能合约技术自动执

行交易规则，防止非法交易行为的发生。为解决虚拟物品确权难题，可以构建基于数字身份认证的权属

登记系统。用户在元宇宙中的虚拟财产应通过唯一的数字身份进行绑定，并在去中心化的权属登记平台

上进行公示，确保虚拟物品的所有权清晰明确。此外，引入第三方认证机构对虚拟物品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进行审核，进一步保障交易安全。 

6. 结语 

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走私犯罪的新型化挑战。本文通

过对跨境电商走私现状的梳理，分析了当前法律规制中的漏洞与不足，结合域外经验与国内实践，提出

了完善跨境电商走私法律制度的建议，包括建立跨境税收征管特别程序、优化刑罚种类和量刑幅度、加

强技术防控更新等。在数字经济时代，跨境电商走私犯罪的预防与治理需要多方协作，既要依靠法律制

度的完善，也要借助技术手段的提升。通过府院联动、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以及跨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平

台的构建，可以有效应对跨境电商走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考量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崛起和法律规制

的前瞻性和灵活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跨境电商走私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预防走私犯罪的发

生、维护国家税收征管秩序，更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保障，以期在维

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健康、合法、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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