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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随
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及

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我国主

要商业银行相继进入网络

银行时代并宣布支持网络支付货款的

相应行为，电子商务活动获得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然而，电子商务不仅对

传统贸易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对现行税收征管

体系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1．征税制度方面。一是现行税制

要素对电子商务中的角色定义不复存

在。纳税主体规定了税款的法律承担

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传

统贸易方式下，交易双方是谁、纳税

人是谁都很清楚，交易者必须具备资

金、场地、人员、章程等条件，经工商

部门登记注册并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

登记后，才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而

网络经济超越了国家界限，交易的主

体具有虚拟性，在网上以服务器、网

站、网上账号出现，网络对所有交易

主体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

交易主体，使得税收角色难以确认，

纳税主体国际化、边缘化、复杂化和

模糊化。二是征税对象不明确。征税

对象又称为课税对象，是征税的目的

物，即对什么征税。不同的征税对象

决定着不同的税种和不同的税率，我

国现行税法体系中的流转税就是按照

征税对象来划分的。网络经济可以将

原先以有形财产形式表现的商品转变

为数字形式来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产品的性质特征，使商品、劳务

和特许权难以区分。三是纳税流程发

生改变。纳税流程是税法规定对处于

不断运动中的纳税对象选定的应当征

税的环节，每个税种都有特定的纳税

环节，有的只在一个环节征税，有的

实行多个环节征税。网络经济贸易的

一个突出特点是交易环节少、渠道多，

这势必与流转税制中的多环节纳税形

成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对流转税的缴

纳产生负面影响。

2．税收管辖权方面。一是税收

管辖权难以界定。传统的税收管辖

权包括地域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

管辖权，不管实施怎样的税收管辖

权，都坚持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优先的

原则。然而网络贸易中，无法找到住

所、有形财产，也难以确定

交易者的国籍，从事网络交易的双方

都是以各自的网址为标志，但网址与

通常的地理标志没有必然的联系，因

而处于虚拟空间中的网址并不能作

为收入来源地管辖权的判定标准。二

是各国税收管辖权发生冲突。网络贸

易下，即使一笔简单的交易也可能会

涉及四个主权国家 ：卖方基地在一

国，网络服务器在另一个国家，买方

基地在第三国或可以流动到第四国。

但是，税收必须由特定的国家主体来

征收，所涉及的四个国家必然会争取

征税权，这从本质上弱化了地域管辖

权，使各国对所得来源地判定发生争

议，引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

3．税收征管方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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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税务登记方式难以对电子商务

经营活动形成有效管理。税务登记是

税务机关依据税法规定对纳税人的生

产经营活动进行登记管理的一项基

本制度，是税收管理的首要环节。现

行的税务登记基础是工商登记，但是

信息网络的经营范围是无限的，不需

要事先经过工商部门的批准，这加大

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义务人的确认难

度。二是查账凭证无纸化使税收征管

失去了审计基础。传统商务活动征税

是以审查企业账册凭证为基础，并以

此作为课税的依据，而网络贸易中账

簿、凭证是以网上数字信息的形式存

在的，且这种网上凭证的数字化，又

有随时被修改而不留任何痕迹的可能

性，这使税收征管失去可靠的审计基

础。

4．国际反避税方面。由于各国

都有权对发生在其境内的运输或支

付行为征税，所以纳税人大多选择在

避税港建立虚拟公司，并通过其进行

贸易，或将其作为交货地点。网上交

易出现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

展，电子邮件、IP 电话、网上传真等

技术进一步普及，无须在避税港设立

公司，而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

制解调器和一部电话，就能与国外企

业进行商务洽谈和贸易，从而达到避

税的目的。这给国际反避税带来了更

大的难度和挑战。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网络经济

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网络贸易引

发的税收问题还不很突出，但是我们

应密切关注网络贸易的发展态势及其

对税收征管的影响，尽快研究相应的

税收政策和管理措施。

1．完善现行税法，补充针对网

络贸易的税收条款。一是针对网络贸

易的特征，重新界定相关概念的内涵

和外延。增值税法中要增加有形贸易

（离线交易）的征税规定，明确货物销

售包括一切有形动产，不论这种有形

动产通过什么方式实现，都应征收增

值税。修订营业税法，把网上服务归

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

业征税；将在线交易明确为“特许权”，

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二是

规范网络贸易行为的纳税环节、纳税

期限和地点。针对网络贸易无纸化的

特点，需要对流转税各税种的纳税环

节、时间、地点重新界定，在税法中明

确规定网络贸易各税种的纳税环节、

时间和地点，使网络贸易征税规范化、

法制化。

2．完善网络经济活动中的税收

征管。一是建立专门的网络经济税务

登记制度。实行网络贸易后，企业形

态发生很大变化，出现虚拟的网上企

业，税务机关应要求所有的上网单位

都要向税务机关申报网址、电子邮箱

号码、电子银行账号等上网资料，同

时要求企业的税务登记号必须展示

在网站上，不得删除，而税务人员要

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为纳税人保

密。二是利用互联网实行纳税电子申

报方式并使用专门发票。税务机关可

以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应用专门的

系统软件，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

附表设置在主页中。纳税人通过计算

机进行用户登录访问该主页，输入有

关申报数据，填写申报表，进行电子

签章后，将申报数据发送到税务局数

据交换中心。税务局数据交换中心进

行审核验证，并将受理结果返回纳税

人，同时将数据信息传递给银行数据

交换系统和国库，由银行从企业账户

中划拨，并向纳税人递送税款收缴凭

证，完成电子申报。三是增强与银行

等中介机构的信息交流，获取真实可

靠的征管信息，开展税务稽查。税务

机关应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紧密合作，

通过互联网取得企业网络贸易的各

种信息，并对企业资金流动进行有效

监控，开展税务稽查，防止企业偷、

逃税行为的发生。由于网络贸易具有

国内外灵活移动的特点，税务部门还

应同国外同行密切合作，及时收集企

业在国外的信息情报，取得可靠的纳

税信息资料，防止税款的流失。

3．逐步强化居民管辖权，采取居

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相结合的方式

征税。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对各自经

济利益的保护，其居民税收管辖权采

取的是属人原则。我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海外收入比较少，采用属地原则

确立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随着

网络贸易快速发展，收入来源地管辖

权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税收的要求。

我国可以逐步强化居民管辖权，坚持

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并重原则，

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磋商、协调，以

争取更多的权益。

4．重视签订税收协定，加强国

际合作。网络经济贸易的高流动性、

隐蔽性将削弱税务系统获取交易信

息的能力，引发了诸多国际税收问

题。防止网上交易造成的税收流失、

解决各国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所

带来的矛盾、控制各国恶性的“税收

竞争”等，都是一国税务机关难以独

自实现的。我国应该通过与世界各国

税务机关的密切合作，运用国际互联

网等先进技术加强国际情报交流，深

入了解纳税人的信息，使税收征管

稽查有充分的依据。在国际情报交流

中，尤其应注意有关企业在避税地开

设网址及通过该网址进行交易的情

报，以防止企业利用互联网贸易进行

避税。  

    （作者单位：大连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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