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人员提示，尚未就业的大学生信息被冒用后，由

于到期没有申请汇算清缴，可能会产生欠税、无法打印完

税证明等问题。毕业后就业时，用人单位可能会对其应届

生身份和个人诚信产生误会。

张晓丹表示，个人所得税 App 上线前，此类“被入职”

情况很难被发现。现在，大学生可以通过个税App查询就

职记录，对异常结果进行申诉。

不过，税务部门负责人介绍，此类处理申诉存在一些

困难。在核查过程中，由于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区域，存

在权限和地域壁垒。比如，受害学生的地点在重庆，涉案

企业的地点在宁波，需要重庆税务部门联系宁波当地的

税务机关调查。

“各地税务部门应提高政务信息化水平，进一步强化

跨地区信息共享，提高发现和筛查违法行为的能力。”张晓

丹说。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学生信息被冒

用首先涉及个人信息泄露，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能否

立案还要看是否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案条件。

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表示，打击此类违法现象需

要重罚失信企业，除了处以高额罚款外，还可以将其列入

失信企业黑名单，降低其信用评级，并在必要时追究企业

的刑事责任，以此提高违法成本。

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

继续积极与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协调，加大对冒用个人身份

信息实施偷税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大学生身份信息保护

和规范管理。

“被入职”可能影响个人诚信 需加大打击力度

据新华社电（记者 罗沙）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6 日公布了一份专题报

告，显示了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交通肇事罪案

件的特点和趋势。

对于交通肇事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反交通

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

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

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专题报告显示，交通肇事罪案件量2017年小幅上

升后，2018年、2019年呈连续下降趋势。报告同时对

这几年的交通肇事行为人分析和交通肇事罪案件特

征进行了展示。

——男性驾驶人的万人发案率较高。

报告显示，交通肇事罪案件被告人年龄集中在29

岁至 49 岁之间，占比超六成；未成年被告人占比为

0.22%。被告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因驾驶摩托车

发生交通事故的占比达70.98%。

报告同时显示，被告人男性占比为94.6%，女性占

比为 5.4%。女性驾驶人 2016 年至 2019 年平均万人

发案率为 0.25，男性驾驶人平均万人发案率为 2.2，是

女性驾驶人的8.8倍。

——货车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报告显示，早6时及晚6时至7时为案发高峰期，

秋冬季相比其他季节案件较多。国道、省道为事故高

发路段，合计占比近七成。

按案发车辆类型来看，小微型客车占比最高，达

49.26%；货车占比 32.04%。货车涉案量占比远高于

其保有量占比。肇事车辆为货车的案件中，超速、超

载、车况等问题较为突出，合计占比近三成。

——超九成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报告显示，交通肇事罪案件中，近 95%的案件出

现被害人死亡情节。

此外，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占比 96.52%，拘役

占比2.89%，免予刑事处罚占比为0.59%。

他们缘何悄然“被入职”？
有“内鬼”卖信息，一些企业借此偷逃税

交通肇事罪大数据：
男司机万人发案率为女司机的8.8倍

没开始工作却在个税App上
查询到工资记录！最近一段时间，

有不少大学生发现自己莫名“被入职”。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

到，近期税务部门与公安、教育等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冒用个人身份

信息涉税案件，涉及北京、河北、宁波、深圳等地多家企业和部分地区

高校学生。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信息泄露多指向学校内部。一些

企业利用买来的大学生信息虚假申报，借此偷逃税。 □据新华社

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案件中，北京某设计

咨询公司冒用高校 25 名大学生身份信息进行虚

假申报，虚列人员成本 45.26 万元，偷税 11.25 万

元；宁波 3 家公司冒用 779 名大学生个人信息，虚

假申报个人收入 1962 万元，逃避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 392 万元。

重庆大学的茶茶就被一家公司入职了。“个税

App记录显示，我从2019年7月开始任职于宁波众

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每月工资4975 元，已申报税

额 0 元。”她说，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也不曾签订

入职合同，更没收到过工资。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此前发布公告，表示有

学生反映个人信息被不法企业冒用，用于虚假报税。

陕西、河南等地多所高校也都出现此类事

件。原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大一至大四年级共

有 614 名学生个人纳税记录异常，其中涉及 3 人以

上的企业 22 家，可能存在冒用信息、虚发工资的情

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部分学生查到工资记录但

并未就职。

深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一科副科长张

晓丹表示，冒用大学生身份信息虚增人工成本是

近几年出现的偷逃税手段。涉案企业“发”给学

生的工资薪酬普遍不到 5000 元，低于个税起征

点，既不用为这部分虚增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又虚增了企业经营成本，减少了应缴纳的企

业所得税。

张晓丹认为，企业之所以盯上大学生，主要是因

为大学生尚未就业，很少会关注个税缴纳等情况。

出现多起大学生“被入职”，企业借此偷逃税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身份信息存在泄露风险，

在网络上可轻易买到大学生的身份信息。

经查实，北京的相关案件中，涉案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同学为某高校老师，双方签订了一份“校企

合作协议”，约定选派该校大学生到公司实习，老师

向公司提供学生的姓名和身份信息，但学生并未真

正参与实习工作。

宁波的相关案件中，涉案人耿某的孩子在校期

间参与统一购买火车票、组织报名普通话考试等工

作，掌握了大量学生身份信息。耿某发现孩子电脑

信息后，将其拷贝给另一涉案人叶某，叶某则利用

这些信息为公司避税。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成

员告诉记者，学校在收集信息时，经常用excel表格

统计，“一个大表直接发到学生群里，上面能看到之

前填表人的相关信息，想获取很容易。”

学校文印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生在打印

文件时，经常会用U盘拷贝到店铺的电脑上，“他们

基本不会注意文件有没有删除，身份证、护照扫描

件等信息很多，很容易获取。”

一些涉案企业表示，所用的学生身份信息都是

网上购买的，“很多”“不贵”。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搜索发现一些卖家在倒卖

身份信息。记者联系到一名卖家，该卖家表示，身

份证、手机号、住址等基本信息，一条几分钱到几毛

钱不等，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信息价格会稍微高一

点。为了证明其数据可靠，他还发来一张样表，上

面有 10 多名大学生的信息，包括姓名、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户籍、就读院校和专业等。

大学生信息在网上“多且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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