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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管理网格化凸显综合效益

在财税网格化管理的顶层设计上，统筹

考虑横与纵、主与辅、统与分的辩证关

系，构建起涵盖多个部门、延伸各个领

域、深入每个节点的“三级网格”总体

框架。一级为“顶层网格”，由区财政、

国税、地税、工商等 4 个核心部门和国

土、房产、卫生、审计等 10 个关联单位

组成，重点负责税收专项调查、检查和

数据分析、研判等，以解决协调联动的

工作配合问题 ；二级为“中间网格”，由

14 个社区工作站组成，重点负责对上沟

通、对下指导等，以解决承上启下的工

作衔接问题 ；三级为“基础网格”，由 50

个居委会组成，重点负责动态税源信息

的采集、整理、录入、核对等，以解决密

而不漏的工作覆盖问题。“三级网格”按

“正金字塔形”配置人力资源，各社区和

居委会分别确定 1—2 名网格长作为编

外税收管理员，与核心部门分别下派到

对应层级的若干名专业网格长以及关联

单位根据需要灵活下派的辅助力量协同

工作，定人、定岗、定责任，有奖、有惩、

有监督，从而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层层相应、环环相扣”的综合治税

有机体，实现了财税管理全覆盖、无缝

隙、零疏漏。

——“点上”破题，“面上”铺开，

“两步推进”完成税源普查。税源普查

□陈兴平

2013 年 3 月以来，黑龙江省大庆市

萨尔图区借助全市新型社区改革的有利

契机，结合区情实际，充分调研论证，

再造工作流程，将网格化城市及社会管

理理念和方法创造性应用于财税管理领

域，实现了管理目标精细化、职能集成

化、平台信息化、手段多元化、责任具

体化。

——“横向”联动，“纵向”贯通，“三

级网格”厘定管理框架。财税管理具有

较强的综合性，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

各环节紧密衔接。有鉴于此，萨尔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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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决定财税管理效率的基础环节，也

是衡量财税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尺。萨尔

图区作为大庆市中心区，经济业态以

三产为主，辖区经营业户 80% 以上为

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具有点多、面

广、流动性强、变动性大等特点，不仅

给职能部门的管理带来难度，也影响了

政府帮扶措施的落实。为此，以税源普

查为重点，摸清家底，萨尔图区采取从

试点先行到整体推进“两步曲”。首先

把会战、东安两大商圈中经营业态较丰

富、税源结构较全面、基本囊括全区所

有纳税类型的站前和庆东两个居委会

作为试点，按照“三级网格”责任分工，

人员“包干制”踏查、信息“地毯式”普

查、数据“匹配型”核查、瓶颈全力突破、

偏差马上纠正、经验及时总结，很快掌

握了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税源种类及

分布规律翔实资料。以此为基础，迅速

启动各基础网格的全面普查，全区共核

实经营业户 15340 户，多出两税部门登

记数 4986 户。

——“多元”归口，“一元”共享，“一

套系统”构建信息平台。财税数据作为

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领导决策的“参

照系”、企业经营的“风向标”，详细、精

准、快捷、统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与

上级主管部门反复沟通争取，组织专业

和技术人员潜心研究设计，在没有任何

成型模式可供借鉴的情况下，萨尔图区 

“量身订制”、“原创开发”出一套系统的

财税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平台数据信

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源于两税部

门数据库信息直接导入，经软件后台处

理后，自动分流到各基础网格 ；第二部

分源于工商部门近期新增办理工商注册

业户汇总信息直接导入，经软件后台处

理后，由各居委会网格长进行梳理，根

据业户地址划出所属对象 ；第三部分源

于各居委会网格长实地踏查、动态掌握

的辖区新增业户信息直接录入。平台功

能体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信息资源共享，

网格长可按权限通过 VPN 虚拟拨号登

陆平台，根据职责和需要开展业户动态

更新、信息核对、数据提取等工作 ；二

是数据动态掌握，网格长可随时掌握辖

区内业户增减变动情况，切实做到“业

户户数情况清、证照情况清、纳税情况

清”；三是杜绝偷税漏税，自动识别已办

工商登记未办税务登记、已缴国税未缴

地税等恶意规避行为，及时提醒两税部

门依法征税 ；四是市场分析预警，监测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自动预警经营状

况波动超出合理区间的业户，便于相关

部门主动帮扶、培植税源 ；五是地图直

观可视，所有业户信息对应录入行政区

划电子版图，直接点击即可链接查找各

基础网格内业户地理坐标及纳税信息。

——“直接”聚力，“间接”拓展，

“四个结合”凸显综合效益。萨尔图区财

税网格化管理以整个行政区域为“坐标

系”、14 个新型社区为“局域网”、50 个

居委会为“单元格”，最直接的效果是实

现了每个“点阵式”经营业户都有所属，

有所管，进而确保国税地税应收尽收。

通过平台预警，先后对 60 户企业进行延

伸审计，追缴税款、罚金 713 万元 ；通

过平台对比，共查出两税信息不匹配业

户 2800 户，增加地税收入 230 万元，不

仅挖潜和壮大了财源，更进一步培育了

公平竞争、诚信经营、规范有序、法治

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实现综合效益

最大化，萨尔图区还特别注重找准此项

工作与其他方面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一

是注重与强化社区职能、完善基层服务

相结合，顺应“扁平化”管理要求，发挥

社区干部身在最基层、处在第一线的优

势，弥补职能部门人力、物力、精力有

限的不足，管理者专兼搭配、上下互动、

左右配合，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后一

公里”；二是注重与整合资源力量、提

高行政效能相结合，各部门联合执法、

现场办公，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综

合施治，宣传、教育、引导等办法多措

并举，使得管理更有力度，服务更具效

率 ；三是注重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业

态升级相结合，立足现有基础，挖掘比

较优势，着眼长远发展，有计划、有针

对地采取“腾笼换鸟”、“筑巢引凤”等措

施，推动会战、东安等商圈提档升级 ；

四是注重与践行群众路线、转变工作作

风相结合，掀起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大

调研”热潮，贴地皮、接地气，察实情、

办实事，全力打造为民务实、规范高效、

清正廉洁的政务文化。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

萨尔图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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