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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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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

代替考试等犯罪，维护考试公平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

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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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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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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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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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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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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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一款

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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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 

（三）考试工作人员组织考试作弊的; 

（四）组织考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弊的; 

（五）多次组织考试作弊的; 

（六）组织三十人次以上作弊的; 

（七）提供作弊器材五十件以上的;  

（八）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 

（九）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考场防范作弊的安全管理

措施，获取、记录、传递、接收、存储考试试题、答案等功

能的程序、工具，以及专门设计用于作弊的程序、工具，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作弊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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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

“作弊器材”难以确定的，依据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考试主

管部门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涉及专用间谍器

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伪基站”等器材的，依照相关规

定作出认定。 

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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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

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试题、答案的; 

（二）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 

（三）考试工作人员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 

（四）多次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  

（五）向三十人次以上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 

（六）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

供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试题不完整或者答案

与标准答案不完全一致的，不影响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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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罪的认定。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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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四款的

规定，以代替考试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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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单位实施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

答案等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定罪量刑标准，追究

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第九条 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又组织考试作弊或者非法出售、提

供试题、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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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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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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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设立用于实施考试作弊的网站、通讯群组或

者发布有关考试作弊的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

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

同时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 

第十二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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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依法宣告禁

止令。 

第十三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

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

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 

第十四条 本解释自 2019 年 9 月 4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