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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湖北省开始应用税收征

管核心软件采集并录入纳税人

登记信息、基础税源信息、税

种或税负核定信息等各种涉税基础信

息。软件运行两年多来，基础信息数

据的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但是距离信

息管税的要求还有差距。

一是基础信息采集录入把关不够

严格。信息采集不够全面，有些税收专

管员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过于依赖纳税

人的填报信息，对其他采集信息的渠道

重视不够。同时，信息录入不够准确。

在信息录入时存在能不录的就不录、不

得不录的不经核实就随意录入的现象。

此外，在数据审核时比对不够认真，有

些需要实地核实的信息未进行核实就

审核通过，造成数据不够准确。

二是基础信息管理与税收实际

工作结合不够紧密。在基础信息的管

理上，有些单位还是停留在为了管理

而管理的层面上，没有与具体的实际

工作结合，或者结合不够紧密，业务

与信息“两张皮”，没有起到基础信息

促进税收工作，税收工作完善基础信

息的作用。

三是基础信息管理考核问责力

度不够。在基础信息管理过程中，检

查发现基础信息中存在问题后，对相

关责任人考核问责力度不够，有的甚

至没有实行考核问责追究，这可能会

造成错误信息得不到纠正或者同样

的错误重复出现，错误信息的长期积

累，不仅不能起到信息管税的作用，

还会误导税务机关的日常征管。

笔者认为，应把基础信息管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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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信息管税的首要位置，通过一

系列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措施，逐步提

高基础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三个方

面开展基础信息管理，提高基础信息

数据质量。

一是把好基础信息入口关，提高

基础信息采集录入质量。首先，要适

度采集。纳税人涉税信息繁多，不可

能也不需要全部采集。应坚持以我为

主、工作所需、适度采集，而不应一

味地求全求多。要根据目前的税源管

理水平和信息化条件，科学预测税源

管理的发展趋势，合理确定纳税人涉

税信息采集指标。其次，要准确采集。

要规范信息采集标准，统一信息采集

口径，对采集的基础信息，要严格审

核把关，对不符合标准的信息要进行

重新采集，符合标准的才能进入录入

程序。再次，要准确录入。对进入录

入程序的基础信息，要明确专门岗位

录入，坚持统一的录入标准，对录入

的信息要做好纸质资料与电子信息的

核对，避免信息录入错误。最后，要

严格审核。信息审核应包括对信息来

源、采集频度、采集时间、采集内容、

录入岗位、录入步骤、录入内容等要

素以及各要素间的逻辑校验。要明确

各个采集录入环节、岗位的职责，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把好入口关，做到信

息在采集时有审核，录入后及时复

核、校验，要建立起问题信息的处理

机制，发现问题信息及时纠正，确保

信息录入的质量，使采集到核心征管

软件系统的信息能够满足地税机关工

作的数据应用需求。

二是促进实际税收业务与信息

工作协调发展。要有针对性地与税收

实际工作相结合 , 积极开展基础信息

的检查督导，提高信息质量。如结合

纳税服务工作，从纳税人经营地址和

电话号码是否准确等方面对基础信息

进行抽查和督导整改。同时，要充分

发挥基础信息管税作用。要加强基础

信息的分析，促进税收征管决策的科

学性。要不断加强对基础信息的深入

分析，为税务机关作出科学的税收征

管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要加强对基础

信息的监控，促进税收政策执行的规

范。通过对基础信息的监控，可以摸

清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税源、

重点税种的征收入库情况，准确追踪

到征管单位和税收管理员对税收政

策的执行情况，便于管理机关及时发

现和纠正税收执法不规范的行为，堵

塞税收征管漏洞，促进税收执法的规

范。要加强对基础信息的利用，注重

运用基础信息对征管质量进行考核。

三是加大考核问责力度，纠正基

础信息管理偏差。基础信息管理考核

要采取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

人工抽检考核与机器全面检测相结合

的方法，对有过错的责任人，要加大

考核问责力度，给予行政和经济双重

惩罚，以此激发干部职工加强基础信

息管理的自觉性，及时纠正基础信息

管理中的偏差。

 （作者单位 : 湖北省天门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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