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大部分企业都会主动要求开具发票。但是，部分企业

为了冲抵成本会选择别的途径去获得发票，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虚开发票。实际工

作中很多人都认为拿钱买发票才是虚开？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真正税务机关认定的虚开，有四种情形：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里的第一种情形“叫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也

就是说你和别的企业没有实际业务，但是你开了发票给对方，即使你们有所谓的

合同，那这个也是虚开。

第二种情形叫“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明知在没有业务的情形下，你依然让对方公司为你开具发票，主动为对方公司提

供开票信息、开票金额等等。即使你没有支付相关开票的费用，也是属于虚开发

票。

第三种情形叫“介绍他人虚开增税专用发票”，怎么叫介绍他人虚开？就是你

知道两家公司没有任何的业务关联及业务往来，但是你从中介绍两家公司进行开

票，并且你从中传递了两家公司的开票信息、开票金额等等信息。

还有最后一种情形，叫“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实际业务中，很多

财务人都觉得谁会为自己虚开呢？难道要一边交税一边抵扣吗？这个其实是有

特定行业的，当涉及到农副产品收购的时候，就会存在为自己虚开的违法行为。

主要体现在，比如说某公司的生产原料当中有一种是农产品，一般收购农副产品

是由收购方向被收购方开具收购发票，这个收购发票是可以抵扣增值税的，那如

果这公司没有收购农副产品，他给自己开发票变造成收购了农副产品来进行抵扣。

或者是收购了很少的农副产品但是通过提高数量和单价，在这种情况下来抵扣更

多的增值税。这都属于为自己虚开增税专业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是你拿钱去买发票才叫虚开，以上这四种情形在税

务违法行为中都是属于虚开发票。



那么虚开增税专业发票的风险有哪些？

第一个风险就是因为虚开发票导致的偷税，需要去补缴税款、承担罚款，然

后还要缴纳滞纳金。

当初所抵的全部税款要补缴，同时要缴纳滞纳金，并且还要承担税务机关的

高额罚款。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税务机关的处理通常情况下是罚款金额比例比较

高。

而为别人开发票的企业呢，同样也要承担罚款。你的企业开发票虽然是缴税

了的，但是因为你虚开发票为他人偷税提供了便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

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为他人出借营业执照、出借银行账户、出借

发票或者是为他人偷税提供其他便利的，税务将要对他进行处罚。处罚结果是什

么呢？是对方单位少缴税款一倍的罚款。

最后，也是最重的处罚是承担刑事责任。除了要承担这些补税、罚款、滞纳

金以外，因为虚开专用发票只要数额较大，就要去承担刑事责任。

虚开发票的风险实际上非常大，在很多人的思维里买发票是违法的，其他都

没什么问题。实际上，任何没有业务的发票都是虚开，在处理公司业务的时候千

万不要去虚开发票。

目前，有的公司财务和老板会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那么大，那普通

发票会不会没事。其实虚开普通发票的风险也不小。即使是虚开普通发票也会形

成偷税的结果，一旦被查获同样需要补缴税款、罚款、滞纳金。

另外，虚开普通发票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了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专票以外发票的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公安

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联合发文关于虚开普通发票的只要达到 100 份或者是

虚开发票的价税合计超过 40 万以上就达到了公安部门的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案标

准。所以虚开普通发票也是有同样风险的。

在所有财税风险中都一再强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处理税收问题千万不要用

虚开发票的方式，因为风险过大！



实际上通过对公司业务的合理规划和筹划，然后合理、合规的取得发票来解

决这些问题。好的规划同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合规的取得发票减少公司的税收支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