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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先行  服务并重
车船税有效发挥职能作用
祁红丽

车船税是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一种

财产税，车船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第一部财产行为税法律，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较早实现了税收法

定和立法先行。考虑到车船税纳税人多

为自然人，为减轻纳税人负担，车船税

税额制定并不高，而重在税收公平。自

2012 年税法实施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针

对车船税税源分散、流动性强、管理难

度大的特点，秉承“依法征税，精细管

理，注重服务”理念，持续构建完善“社

会共治、源泉扣缴、联网征收、便捷服

务”的车船税管理体系，有效提高了征

管质量和服务水平，发挥了车船税在引

导绿色消费、调节财富分配、增加地方

财力、完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

精细管理 注重服务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2.9 亿辆，其中涉及 1.46 亿车船税自然

人纳税人。车船税税源分散、流动性强、

管理难度大等特点可见一斑，据此，国

家税务总局在车船税管理上狠下功夫，

既精管理，又重服务，打造了税收管理

精品工程。 

立法保障，构建车船税社会共治

“大格局”。车船税法中明确规定了公

安、交通运输、海事、渔业等部门提供

相关车辆、船舶信息和协助征税的义

务，提出了相关部门协助加强车船税征

收管理的要求。国家税务总局依据车船

税法规定，推动落实建立并完善了机动

车代收代缴机制和船舶委托代征机制，

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部门合作和监督管

理，努力构建“税务主责、部门协同、信

息共享、保险代收、先税后检”的税收

共治格局，以车船税管理实践不断丰富

和发展税收共治理念。

税险同步，牵住车船税源泉扣缴

“牛鼻子。”国家税务总局在不断落实完

善车船税各项管理制度、厘清部门职

责、理顺管理流程、密切部门协作的基

础上，依据车主必须购买交强险的国家

强制规定，抓牢税险同步这一有效“抓

手”，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支撑，形成了

“必须先缴纳车船税才能开具交强险保

单”的制度安排，实现了保险公司源泉

扣缴车船税，牵住了车船税管理的“牛

鼻子”，有效提高了征收效率，保证了机

动车车船税的应收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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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尖兵”，又当好“谋士”和“助手”，

持续提升财政监督的层次和正能量。要

善于讲财政监督“故事”，注重挖掘积

累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充

分运用现代媒体媒介积极发声，不断

增强财政监督的权威性、影响力和话

语权。

必须勇于攻坚，打造财政数据铁

笼。要紧跟风起云涌、方兴未艾的信息

技术发展浪潮，加强学习研究的自觉性

和运用推广的创造性，为财政监督插上

信息化翅膀。要继续推进、完善财政信

息化建设，贯通财政支出的最末端，连

通资金链条的最后一环，打通制约监督

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要加强财政监督干

部队伍信息化技能培训，加大财政监督

信息化投入，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备和

保密设施，助力数据集成、数据分析和

数据安全，发挥数据铁笼在提升监管效

率效果中的重要作用。

必须立足国情，深化监督理论研究。

要高度重视财政监督理论建设，组织财

政监督课题攻关，立足我国国情，借鉴

国际经验，注重透过现象看本质，为财

政监督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要加强财政

监督理论研讨和业务切磋，增强理论研

究的“质感”和“厚度”。要积极参与财政

监督国际交流互鉴，提供中国经验和中

国方案，维护我国合理权益。要以财政

监督理论创新成果和鲜活实践经验推动

财政监督法制建设，引领财政监督在法

治化轨道上行稳致远、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   喻胜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40

联网征收，织密车船税信息管税

“一张网”。保险公司点多面广，做好保

险公司代收代缴信息管控是车船税管

理的重中之重。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开

发了车船税联网征收系统，联接保险公

司车险平台系统，通过“税险联网、自

动计税、实时监控”的信息化管理流程，

实时掌握保险公司代收代缴明细数据，

做到了税险同步、见税出（保）单。全国

32 个省市已实现了和保险公司的联网

征收。通过搭建车船税管理“信息网”，

强化了车船税源泉控管和信息管税，实

现了车船税管理的低成本、高效率。不

少地方还建立了与海事部门的船舶信息

共享及联网征收机制。如青岛、深圳等

地，当地海事局从全国运输系统中将本

地船舶信息，导入车船税船舶委托代征

系统，海事局前台录入船舶登记号即可

带出关联信息，系统即可计算并代征船

舶车船税，打印“电子缴款凭证”给纳税

人。实现了船舶车船税委托代征的方便

快捷。

便民办税，推进车船税便捷服务“春

风行”。车船税纳税人无需在不同部门之

间多次奔波，也无需专门跑税务局缴税，

在投保或检验车船时即可当场完成纳税

义务，享受“一站式”办税的便利服务。

在此基础上，深圳等地还推出了微信缴

税、自行打印电子缴款凭证等功能，车

船税进入移动办税新时代。山西等地还

开发了面向纳税人的车船税缴税查询系

统，便于纳税人通过互联网及时登录核

查自己有无车船税欠税记录，做到心中

有数。查询系统的欠税记录也为将来个

人征信系统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山西等

地还充分运用新媒体宣传车船税政策，

在微信公众号中推送《关于车船税，您

了解多少？看过来》《一图教您看懂保单

上的车船税》等新颖实用的宣传内容，

便于纳税人了解政策和缴纳车船税。车

船税征管中，“网路”代替了“马路”，让

纳税人深切感受到便民办税的春风。

小税种发挥大作用

引导绿色消费作用突出。车船税采

用与车辆价值正相关的排气量作为计税

依据，按排气量划分了 7 档税额，最高

税率是最低税率的 90 倍，累进税制较好

引导了绿色消费。2016 年，1.6 升以下小

排量汽车已占到全部乘用车的 76.03% ；

车船税还给予新能源车船税收减免，强

化了绿色消费引导机制。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累计有 478.43 万辆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享受了优惠政策，合计减免

车 船 税 9.32 亿 元。2016 年 全 国 新 能 源

汽车销售 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53.0%，高于全国汽车销量增幅 39 个百

分点。

正向调节财富功能显现。2016 年，

全 国 2.0 升 排 量 以 下 乘 用 车 计 税 车 辆

达 12265 万 辆，占 全 部 计 税 乘 用 车 的

92.16%，其车船税收入占全部乘用车车

船税收入的 69.07%，与之相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2.0 升排量以上乘用车计税车辆

仅有 1043 万辆，仅占全部计税乘用车的

7.84%，车船税收入占全部乘用车车船

税收入的 30.93%，由此可见，公众选购

车辆更青睐于中小排量汽车，中小排量

汽车始终是主体车辆，大排量车仍占少

数，与车船税税额累进机制的政策导向

是一致的，车船税在财富分配方面发挥

了正向调节作用。

对地方税收及财政贡献稳步提升。

车船税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收入稳

定性强，对地方税收及财政的贡献稳步

增加。2012 年至 2016 年，车船税年均增

幅高出全部税收收入年均增幅 10.68 个

百分点，车船税收入占财产行为税收入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2.57%、2.64%、2.71%、

3.0%、3.13%，占地方税收的比重分别为

0.83%、0.89%、0.92%、0.99%、1.05%，

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对自然人税收管理提供借鉴。对自

然人征税，涉及数以亿计纳税人的切身

利益，敏感而复杂，征管难度大，社会配

套要求高。车船税纳税人多为自然人，

按年征税，具有典型的自然人税收特性。

车船税在立法先行、社会共治、源泉扣

缴、信息管税和便民服务等方面积累了

有益经验，对推进税收立法、构建自然

人税收管理体系乃至完善财产税制度等

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我国财产税体

系和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的建设。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财产

和行为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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