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违法所得无法计算认定(怎样算主动上交违法所得)

一、法律条文中“违法所得”与“非法所得”辨析

属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
、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刑法修正案（六）修改，原条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
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此款由刑法修正案七增加）

二、召回的商品是否计入违法所得

召回或退货的违法所得认定在行政执法实务中，相对人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或者
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的产品等其他违法行为，被质量技术监督执法部门查处，往往
有些相对人在立案调查处理的过程中，就主动贴出召回公告，或者相对人根据消费
者的要求给予退货或退款、赔偿处理的，这时的违法所得如何计算，也存在争议。
有的观点认为，既然销售行为已经发生，既然相对人已经获得违法所得，尽管后面
有召回或者退货等行为，仍然要对相对人没收违法所得，否则，类推的话，是不是
只要有召回或退货行为，那么连之前的生产、销售行为都要予以否定呢？有的观点
认为，虽然在召回或退货之前，相对人获得了违法所得，但是在召回或退货之后，
相对人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违法所得，因此，这种情况下，就不再对相对人没收违法
所得。同第二种观点。上文已述，所谓的违法所得，是指获取的利润，而且是最终
状态下获取的利润。虽然相对人销售时获取了利润，但是随着召回或退货行为的发
生，相对人最终是没有利润的，从而，也就谈不上没收违法所得。如果只是部分产
品进行了召回或者退货，那么，对这部分召回或退货的产品，在计算违法所得应当
予以扣除，其余的利润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三、违法所得和货值金额的界定是怎样的

1、国家药监局2011年4月有个通知，明确规定了对该类行为依据《特别规定》第
三条处理，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货
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并处5万元罚款；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并处
10万元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造
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构成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
商品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也就是说，罚款应该按照货值金额计算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 / 1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