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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意义重大。

但目前我国纳税信用体系存在信用信

息应用面较窄、权威性不高、激励和惩

罚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研究借鉴国际纳

税信用体系构建经验，能为推动我国纳

税信用等级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带来有

益启示。

纳税信用建设的国际经验

我国纳税信用的制度构建尚处于创

立阶段 ， 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纳税信用

体系的建设历史悠久，不仅具备了较为

完备的纳税信用立法，建立了内涵丰富

的纳税信用评估体系，而且将纳税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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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运用于信贷担保、投资担保、消费

担保、税收优惠政策等领域。

（一）依据纳税信用制定国策 ， 用社

会综合信用制度考量纳税人，提高纳税

遵从度。美国十分重视纳税信用，长期

依据纳税信用制定国策 ：克林顿曾把

“纳税信用”作为扶持私人企业发展的

重要措施 ；小布什竞选总统时拉选票

的经济政策紧紧围绕减税，措施之一就

是使公司所得税信用永久化 ；奥巴马

的税收新政规定为每户家庭提供 1000

美元的纳税信用。纳税信用在美国经济

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美国是信

用体系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建立了世界

上最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相关法律共

有 16 部，其核心是公平信用报告法，这

些法律从各方面对纳税人的信用评价、

状况和能力作出详细规定，有效地规范

了社会信用管理。同时，美国还建立了

社会保险号制度，该号码是美国人唯一

伴随终生的号码，所有与信用有关的经

济活动都可以通过其社会保险号码来

完整记录、归集和管理，这样通过社会

保险号就能查询到所有纳税人的社会

信用记录和信誉。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

记录很差的企业很难在商业界生存和

发展，而个人信誉受损会影响其工作生

活，包括信贷、教育、申请、日常消费、

领取失业救济金及租房等方面。加拿大

的社会信用体系以个人信用为基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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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善的社会信用立法、专业化的信用

数据管理，并且向社会提供信用报告。

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培养了整个

社会的良好信用意识和信用习惯，为税

法遵从度和诚信纳税打下了坚实的社

会基础。

（二）建立发达的纳税监控系统，用

信息通报机制和惩罚机制保证纳税信

用。加拿大建立了发达的纳税监控系

统，通过其完备的数据共享系统来监督

纳税人诚信纳税，同时建立了与纳税人

信用相挂钩的严厉的累进式的处罚制

度，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越低，其处罚的

严厉程度越大。美国建立了完善的纳税

评估体系，利用高度信息化的税收系统

评估纳税人的纳税情况，并设置 10 个

征税服务中心和 1 个总部税务信息处理

中心集中存放涉税信息，税务管理人员

可以通过网络掌握纳税人的信息，纳税

人也可以通过计算机随时随地实现申报

缴税工作。美国有着发达的信用中介行

业，存在一批专门从事征信、纳税信用

评级以及纳税信用管理等业务的中介机

构。当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虚假或隐瞒

申报，在对其书面通知无效的情况下，

就会采取降低纳税人信用等级和冻结银

行账户等措施，情节严重的甚至给予刑

事处罚。英国的纳税系统记录了纳税人

的所有收入和支出，所以偷税、漏税是

基本不可能的，此外，还建立了信息通

报机制，对税收不诚信的纳税人降低其

信用度，影响其社会生活。同时英国有

很多十分专业的税务中介服务机构，在

办理业务中遇到欺诈隐瞒情况时，宁愿

放弃业务也不愿损害自身的公正性和专

业性，而且英国的偷税行为属于“洗黑

钱” 的范畴，这些中介机构还负有举报

义务。 

（三）采取多样的税法宣传，创造良

好纳税信用的社会氛围，培养公民纳税

意识。为了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增加

公民的税法知识，美国财政每年拨出专

门费用进行税法宣传和纳税咨询服务，

如免费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发放和寄送

税法公告、各类申报表填报说明和指

导，支持非营利性组织向低收入和不会

讲英语的纳税人宣传税法，提供法律援

助等。同时，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

的税收宣传手法 ：对中小学生实施税务

教育计划，从小培养公民的依法纳税意

识 ；开展社区税收宣传教育工程，增加

公民税收知识，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

日本的税务机关经常印刷基本税法、税

法须知等无偿提供给纳税人阅读学习，

同时还通过广播电视展览会等影响较大

的媒体和活动来宣传税法，为形成诚信

纳税的社会风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信用立法，构建权威的评

价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完善的纳税

信用体系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以信用为

准则。纳税信用法律制度是维持纳税信

用体系最具有强制力的保障，规定了纳

税信用各方的行为规范与惩罚措施，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制纳税人形成良好

的纳税意识。因此，首先要完善信用立

法，优化社会纳税信用环境。其次，构

建权威的评价体系，建立起全方位、多

角度的信用评价网络。广泛征求社会意

见，利用专家学者权威研究，重新完善

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建立科学的评

价指标、评价方法以及管理体系 ；加大

与财政、工商、金融及其他政府机关合

作，实现综合评审和信息披露功能，将

纳税信用融入社会信用数据库，随时记

载信用记录，跟踪监控及信息共享，从

而真正建立起全方位、多角度的信用评

价网络。 

（二）建立良好的纳税信用激励约

束机制。一是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对于

高信用等级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当依

法尽可能为其提供实质性优惠和更优化

的服务，如在办税大厅建立绿色通道，

使 A 级纳税人可以享受最优先、最便捷

的服务，同时简化有关审批手续，放宽

发票领购限量，上门辅导税收政策等 ；

对于纳税信用等级为 C、D 的，实行更

严格的管理，加大检查力度，有必要时

聘请有资质的社会中介开展审计，严厉

打击偷、逃、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让

不依法诚信纳税者付出高昂代价。二是

建立社会激励机制。与相关部门协调配

合，将纳税信用融入社会信用体系，真

正使纳税信誉成为衡量企业实力和商誉

的重要指标。如，在政府等相关部门工

程招标和采购资格准入、相关部门评先

评优等方面优先考虑 A 级纳税人，对 C、

D 级纳税人实行一票否决 ；联合金融系

统建立“银税通”，纳税信用良好的企业

和个人能获得较好的资信评价，优先享

受信贷。 

（三）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形成社会

化护税网络。一是重视纳税信用评定和

宣传，营造良好的纳税信用社会氛围。

税务机关应当按时按规、公平公正开展

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并加大纳税信

用宣传力度，积极宣传 A 级纳税人和纳

税信用等级评定的重要意义及现实意

义，提高 A 级纳税人的荣誉感，激发纳

税人热情，实现征纳双方积极互动，营

造纳税信用环境。二是建立信息共享平

台，加大社会协作。将纳税信用融入到

社会信用库中，向社会提供纳税信用信

息查询，形成全社会诚信约束机制 ；加

强税收中介信用管理，督促会计师事

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积

极加强自身信用建设，从而帮助纳税人

诚信纳税 ；鼓励良好信用的纳税人组

成纳税人协会，对税务机关进行监督评

价，对纳税人进行自我管理，共同抵制

纳税信用等级较差的纳税人，让其寸步

难行。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高新区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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