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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2021 年度中国企业员工舞弊犯罪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的

统计，2021 年，经过司法裁判的企业员工舞弊案件共 2245 例，共涉及被告人 2459 人。2021 年

舞弊案件涉及金额总计 48 亿余元，平均案值约 228 万余元。 

作为专业从事内控与反舞弊法律服务的机构，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企业内控与反舞弊法律中

心长期关注并研究舞弊犯罪及其司法审判情况。针对常见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利

用计算机实施舞弊等重点舞弊刑事处罚罪名，本报告选取了 2021 年度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刑事判例进行详细数据分析。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部分企业的业务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这也给企业内控与反舞弊

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希望本报告中的数据分析，能为相关行业人士提供参考，进一步优化合规

调查与内控体系的构建。 

 

  



星瀚企业内控与反舞弊法律中心  

2 
 

报告说明 

 

一、调研目的阐述 

本次调研围绕以下几个舞弊案件中的常见罪名：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后三项罪名统称“计算机类舞弊犯罪”）。 

本报告收集了在网上公开的 2021 年度全国（大陆地区，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常见的

员工舞弊犯罪案例。通过统计判例中的各项数据，揭示舞弊人员以及舞弊犯罪的特征及特点，为

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有效预防和调查员工舞弊行为，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此外，招标投标活动是市场经济下常见的供应商选取机制之一，不少企业为谋求不法利益，

会通过围标、串标、陪标、轮标、控标等多种方式参与投标。不少招投标舞弊案例中还有招标企

业内部人员的参与，为不法人员提供便利。因此，内外勾结型的串通投标也是常见的舞弊行为之

一，破坏企业正常的招标流程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关于招投标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分析，可见

星瀚企业内控与反舞弊法律中心出品的另一份数据报告——《内外勾结型串通投标类舞弊行为

数据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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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数据来源 

本报告所基于的裁判文书是通过第三方案例数据库整理而成的，其数据源为中国裁判文书网

等权威网站。 

本报告所涉案例的地区涵盖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全国各

地的企业情况。 

本报告所涉裁判文书的判决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根据以上原则，本次调研共计获得 2245 份有效裁判文书，被告人 2459 人。裁判文书搜集的

时间为：2022 年 3 月 31 日。 

 

本报告在 2021 年度所搜集到的有效裁判文书数量（2245 例），相较 2020 年度的 4164 份有

大幅度减少。为查明裁判文书减少的原因，我们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再次搜集了相关裁判文书，

获取的文书数量与 3 月 31 日的差别不大，故排除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数据库等上传文书有

延迟的因素。 

我们进一步发现，不仅仅是职务犯罪的裁判文书数量有所下降，在 2020 年度中，全国刑事

案件一审判决共 86万余例，而 2021年度的数据为 42 万余例，减少超过 50%。因此在 2021年度

中，可能是受到疫情封控、经济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将舞弊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进行查处的情

况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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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指标说明 

为了准确揭示舞弊犯罪人员以及相应犯罪的特征，分析现实因素对舞弊犯罪的影响，本报告

从舞弊案件总体查处情况、被害企业情况、犯罪人员情况、舞弊行为模式、司法刑罚情况等五个

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一）舞弊案件查处总体情况：舞弊案件的数量、人数与金额、舞弊案件被发现的方式、该

舞弊案件是否涉及利用内部人员的关联关系、各省市舞弊案件查处情况。 

（二）被害企业情况：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行业类型、上市情况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三）犯罪人员情况：从性别、年龄、学历、岗位、职位、入职年限、前科等指标进行统计

分析。 

（四）舞弊行为：因罪名不同而变化，在后文各项舞弊罪名行为的特点分析中会具体阐述。 

（五）司法刑罚：从刑事强制措施、退赔情况、被害企业谅解情况、自首、坦白、立功、主

刑、缓刑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对“舞弊案件是否涉及利用内部人员的关联关系”以及对不同罪名的“行为模式”

的分析，是 2021 年度报告相比往年报告新增的板块，希望能从更多的角度给企业带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