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地方税收法规制定权、解释权等均由

中央统一掌握，地方政府只负责征收，

不能对地方税种适时进行合理的调整，

不利于地方税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三）地方行政性收费侵蚀了地方

税税基。地方行政性收费种类繁多、规

模庞大，年增长幅度超过了地方税收入

的增长幅度，出现了税费倒置的状况。
地方过多的行政性收费限制了税收职

能的发挥，造成税费不分，干扰了税收

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加重了企业的负

担，增加了企业成本，严重侵蚀了所得

税税基，对国家税收和财政预算执行造

成了严重的冲击。
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地方税制，既要

考虑到我国政治、经济、管理等方面的

国情和现行税制结构及未来改革发展

的趋向，也要考虑市场经济对地方税制

的要求。目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合理划分税收管理权限，赋予

地方适度的立法权。为了进一步理顺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调动

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应改

变我国税权高度集中的状况，赋予地方

适当的立法权。税权的划分，应当既能

够体现中央集中统一的权威性，又能体

现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按照其不同

类型来划分，具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将涉及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国家宏观

调控以及与第三产业有密切联系的税

种的绝大部分税收立法权限划归中央，

以利于全国税收政策的统一和加强国

家的宏观调控。主要税种有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等。第二类是

将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

船使用税、农业四税等税种的管理权限

（除税收立法权归中央外）较多地集中

于地方，以利于各地能够根据本地实际

情况灵活运用国家税收政策，促进地区

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更快发展。第

三类是将税源零星分散、纳税环节不易

掌握、征收成本高而且对宏观经济不发

生直接影响的税种的立法权下放给地

方，主要税种有屠宰税、筵席税、印花

税、遗产税等。
（二）优化现行地方税种，构建科学

的地方税收体系。目前，我国的地方税

改革已明显滞后，许多现行的地方税种

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需要进

一步改革和优化。一是进一步改革和

调整现行的财产税体系。统一车船税

和车船（牌照）税，改从量定额征收为从

价定率征收，以买价和一切价外费用的

总额为征税客体；统一房产税和城市房

地产税，扩大其征收范围，实行国民待

遇；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二是改

革现行的营业税、城建税和个人所得

税。营业税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应不

分行业、不分企业隶属关系，将包括铁

路、金融、保险等部门的营业税收入统

一归属企业所在地财政；城市维护建设

税更名为城乡维护建设税，将征收范围

扩大到农村，同时改变其附加税的地

位，将其计税依据由增值税、消费税、营

业税的税额改为销售收入，成为一个独

立的税种；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

围，实行双向申报制度和预扣税款制

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三）合理调整地方税的税制结构

和收入结构，建立以营业税为主的地方

税制结构。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地方税

种，逐步扩大地方税调节的广度和力

度，使之负担起组织地方收入的主要职

责。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建立以营业税

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以城建税和个人所

得税为辅的地方税制结构是比较现实

的。营业税占整个地税收入的比重相

对比较高。以徐州市为例，1997 年营业

税收入为 28 763万元，占同期地方财政

收入的 35% ，1998 年营业税收入为 32

698万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 37% ，高

于其他税种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
在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营业税

的征收范围不宜再缩小，因为其征收规

模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减，进

而影响到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四）调整现行的收费体系，逐步实

行费改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日益

膨胀的行政性收费不断侵蚀地方税税

基的情况下，改革现行的收费体系，实

行费改税，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目前

要加强对行政性收费的约束和管理，纠

正在实际工作中与税费改革方向相背

离的做法。同时，要加快对当前混杂的

收费体系进行清理调整的步伐，逐步取

消为弥补管理经费不足的收费，禁止和

取消为筹集建设资金而设立的各种收

费，增加一些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府

行政许可证收费，使收费趋向合理。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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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规范稽查程序和权限，形成既相互

配合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三是提

高稽查人员业务水平。通过加强税务

稽查技能专业培训和完善人事管理制

度等途径，提高税务稽查人员查账水

平，从而提高税务稽查选案的准确性和

案件审计的效率。
（五）加快对纳税人信息的获取和

涉税情报在税务机关内部的有效流动。
一是建立由当地政府牵头，财政、地税、

国税、审计、工商、计经委等部门组成的

联系会议制度。定期互通信息，以搞好

对各纳税环节的控制，特别是地税、国

税部门要建立健全税务信息交换或共

享制度。同时，要重视计算机网络建

设，以扩大税源监控覆盖面，加大税源

监控的力度。二是完善和施行有关纳

税人信息的提供制度和对纳税人的涉

税情况问询制度。三是搞好税收统计

分析预测和税收会计核算监控。着重

掌握各重点税种、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

的税源动态，并通过税收会计核算，对

应征、上解、入库、提退、减免、待征、死

欠等税收资金活动全过程进行监控。
四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进一步加强涉

税违法案件举报工作，努力查处大案、

要案，确保实现税源监控目标。
（作者单位：浙江省开化县地方税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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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

强化税源监控的对策

廖建忠  方祖顺

税源监控从本质上说是对税收与

经济之间关系的监视与控制，且具有宏

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税源监控，就是宏观层次的税

源监控，是指从税收角度对国民收入创

造和使用全过程即对整个国民经济生

产运动过程的监控。狭义上的税源监

控，就是微观层次的税源监控，是指从

税收角度对微观经济主体整个生产经

营过程或全部经济行为的监控，一般表

现为对各个具体税种的税基的监控。
本文主要从微观层次的税源监控入手，

结合自身在工作中的体会，谈谈强化税

源监控的对策。
（一）合理设置税源监控机构。为

了更加有效地开展税源监控工作，必须

设置相应的税源监控机构，并明确各级

税源监控机构的岗位职责。通过这一

组织系统的建立，保证税源监控工作的

顺利进行。
（二）加强税源户管的监控。一是

实现工商管理与税务管理硬性双向制

约。要在有关法律中明确规定纳税人

在领取工商登记执照的同时，必须同步

办理税务登记，工商部门先发营业执照

的副本，待纳税人办理了税务登记后再

领取正本。未在税务机关验证的，工商

部门不予验证。二是实行统一的识别

码制度。国家应推广并统一发放、使用

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识别码，同时规定

进行各类登记、交易、工作任职、金融业

务、进出口业务等时都必须使用和提供

识别码，以方便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监

控。三是实现税务与银行之间的网络

互联，掌握纳税人的开户银行及资金运

用、储存情况，实现对“票外偷税”的监

控。四是实行管户与管事相结合。在

我国目前征管手段较落后、征管水平较

低和纳税人纳税意识普遍不高的情况

下，有必要将新征管模式先进的“管事

制”与传统模式有效的“管户制”有机结

合起来，即对纳税人的开业、停（歇）业、

生产销售、税源及纳税情况以及催报催

缴等日常管理工作实行专人负责；对特

大税源户实行驻厂员管理；对一 般税源

户或个体工商户可划片或分段管理，并

建立相应的管户责任制。同时，对辖区

所有的纳税户要登记造册，统一纳入计

算机管理。
（三）加强纳税人计税依据的监控。

一是微机网络监控。对重点税源户，基

层征收单位可与其财务部门实行微机

联网，以便及时、全面掌握和控制纳税

户的计税依据；对一般税源户应利用 IC

卡将计税依据及其与计税依据有关的

数据资料录入其中，并在纳税申报的同

时与纳税申报表一同报送主管税务机

关，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读卡，以了解

和掌握纳税人的税源情况。二是发票

监控。税务机关要加强各类发票的印

制、使用管理，由税务机关统一监制和

管理，经营者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性收

入金额无论大小都必须开具发票；对购

买者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已作为记

账凭证的，税务机关在计征所得税时，

应从成本、费用中予以剔除，计入应税

所得额征收所得税。三是账簿控制和

定期定额控制。对达到建账标准和条

件的纳税人应建立账册，对账册不实或

建立假账进行虚假申报的，税务机关除

按照税法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外，还应从

高核定应征税款。对确无建账能力的

纳税人，税务机关可采用“三等九级”测

算方法对其实行定期定额征收。四是

加强代征代扣源泉控制。对纳税人计

税依据能进行源泉控制的，一定要实行

源泉控制。如个人所得税实行双向申

报制度和付款源泉扣缴制度；交通运输

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等车辆税收可在

车船监管部门实行源泉控管；各种合同

的印花税可委托公证处、工商部门、金

融部门代征，等等。
（四）建立强有力的税务稽查体系。

税务稽查既是税源监控的有机组成部

分，也是税源监控的重要手段，它处于

税源监控流程的终点。因此，在新的征

管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税务稽查体系建

设，是做好税务工作的必然要求。一是

充实稽查力量。通过征管改革，合理配

置人员，提高税务稽查人员的比例，使

稽查人数达到税务人员数量的 45% 以

上。二是健全稽查机构、完善稽查制

度。按照稽查选案、稽查实施、案件审

理、处理执行四个工作环节设立内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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