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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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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税

收征管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确定了建立以申报

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

点稽查的新的征管模式的改革任务。《方案》明确了建立“一

个制度，四个体系”的改革内容，即：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的

纳税制度，建立税 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服务体

系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管理监控体系、人工 与计算机结

合的稽查体系和以 征管功能为 主的机构设置体 系。它为我

国税收征管改革指明了方向，必将推动税收征管改革迈入 一

个新时期。
为什么要进行税收征管改革？从世界范围考察，任何一

个国家和地区，依照税法应收的税收与实际收到的税收之

间，或大或小存有差距，征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一

个科学严密的征管体系和一种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缩小这

种差距。实现这 一目标的关键，是要保证作为税基的销售

额 、营业额、所得额等原始数据信息的真实可靠，所以，征管

改革的基点在于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纳税制度。围绕这

一基点，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纳税人能否自行申报；二是

纳税人申报是否真实。解决第 一个问题，要靠税务机关有效

的管理和便捷的服务，以使纳税人都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自

己应尽的纳税义务以 及如何履行义务；解决第二个问题，要

靠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基本情况和各种涉税信息全面及时的

掌握和监控，并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稽查。因此，《方案》提

出改革的重点，是确立新的征管模式、建立“一 个制度，四个

体系”，同时明确 了征管改革必须遵循依法治税、规范统一 、

整体协调 、实用易行、监督制约的原则，并针对我国国情特

点，提出了征管改革必须分类、分步实施的步骤和目标，从整

体上勾画了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宏伟蓝图。
为什么要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其根本是要解决以 往改

革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从 1988 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进行

了税收征管改革试点，1990 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提

出了以征收、管理 、检查“三分离”或者“两分离”为主体模式、

变税务人员下户征税为纳税人上门申报纳税的改革思路。
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征管改革 、会计改革与计算机应用的“两

同步、三结合”的探索。这些改革对于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

管效率，促进廉政建设，都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征管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对纳税人的管理方式变

革不够彻底，改革的内容不够规范、统一，改革在整体上还不

够协调和配套等，使得税收征管改革的效果难有明显提高。
新税制实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流转税制度，扩大 了

税基，体现了普遍征收的原则，对税收的征收管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普遍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纳税制度，

并要以现代化技术 手段为依托，强化对税收征管全过程的监

控。在纳税人数量急剧增加及其结构不断变化的今天，继续

沿用“人盯人”的管理方式和手工作业，已不能适应征管工作

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进入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的关键时期，作为几大改革之一的税制改革已取得决定性

成效，两套税务机构分设也已经完成。因此，抓住有利时机，

解决存在的问题，深化税收征管改 革，已 显得极 为必要和紧

迫。它既是巩固税制改革成果，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税，强化税收执法 刚性的有力保证；既是提高征管质量和效

率的必由之路，也是建立廉政机制和提高 干部素质的内在要

求。

《方案》对于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在全国蓬勃、深入的展开

乃至整个税收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 导意 义。《方

案》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任务 、内容 、目标和原则，有利于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全社会的纳税意识，加大税收执法力

度，有利于方便纳税人办税，强化税收征管，防 止税收流失，

加快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促进税务机关廉政建设。

《方案》的实施，必将得到各级政府和有 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为税收征管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当前，税收征管改革的关

键，是要认真贯彻《方案》的各项内容措施，内抓服务，外抓稽

查，内防不廉，外堵偷逃。要力争纳税人自行申报率和申报

的真实性有较大的提高；为纳税人服务有明显改善，重点是

强化税法宣传 、纳税 辅导和办税知识培训；提高稽 查质量；

计算机广泛运用于征管的各个环 节，逐步实现主要税收征管

软件在全国的统一；初步建 立符合征管改革 要求的征管组织

体系；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靠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推动税

收征管改革向纵深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作出新贡献。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政论坛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加速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