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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税务部门以“简政放权”“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一站式服务”“一厅通办”“一键咨询”等

为抓手，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极大地提升了纳税

人在手续简化、缩短办税流程、降低成本等方面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但基于对税务部门的报告总结等材料

和税务局网站信息分析，以及设立专项课题进行实践

调研，发现河南省税收营商环境存在进一步优化的实

践空间。

现存主要问题

计税复杂及相关工作增加企业成本。一是由于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税种

计税复杂，其工作难度远超出了平均学历为专科生的

企业职工能力水平，迫使纳税人增加财务人员及其培

训，或外聘机构代为申报纳税，增加纳税成本。二是纸

质发票使用影响企业运营。领用发票和增加领用发票

需要提供相关材料及说明，并经税务机关审核，领用

环节效率低，企业机会成本加大。发票管理既增加了

企业财务业务和人员开支，又挤占了经营性资源。即

便是认证无问题的发票，一旦上游企业被查，本地税

务部门会被要求协查，企业处理问题的

矫正成本加大。三是税收优惠政策效应

弱。其表现为变动频繁，办理优惠手续

复杂，不能应享尽享，存在突击式、运动

式优惠，与税收收入挂钩优惠、“权力”

优惠、“人情”优惠等。四是纳税负担重。

尽管企业纳税减少，但面对业务量缩减

和营业收入降低的客观事实，仍觉税收

负担重。五是小税种税制有效性提升空

间大。其主要表现为税收制度更新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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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于时代、无法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税务部门自由

裁量权过大等。

税务人员能力不足。税务人员业务素质、业务技

能和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税收人才储备不足。具体表

现为税收优惠执行质量提升空间大 ；纳税、退税等办

税材料复杂 ；线上报税效率低等。

税收服务不足。税务机关、社会中介的服务供给

不足，纳税人不能及时提出服务需求，供给涉税服务

机制缺失、服务供给积极性不足、供给与需求间信息

不对称等是重要原因。

监管不到位。个体工商户、企业对税收监管的满

意度呈现递减关系，企业对税收监督指标评价只处于

良好水平，对税收监督执法信息公开度、税收干部违

法违纪举报办理实效认可度较低。

完善对策与建议

税收制度方面。一是建立研究税收制度优化团队。

提出简化版理论和税金计算方案，对立法权归中央的

税种提出改革建议，改进并设计出简化版的计税软件，

增强纳税人自行缴纳能力。二是推广电子发票，弱化行

表 1  税收制度测量题项均值

测量指标 税收部门 个体工商户 企业 整体均值

增值税计税复杂程度 4.45 4.37 3.45 4.26

企业所得税计税复杂程度 4.39 4.31 3.53 4.22

个人所得税计税复杂程度 4.34 4.30 3.33 4.17

土地增值税计税复杂程度 4.37 4.28 3.32 4.16

发票使用的经济效应 4.54 4.4 3.45 4.30

税收优惠政策效应 4.60 4.55 3.39 4.40

纳税负担认可度 4.51 4.4 3.44 4.29

小税种税制有效性 4.53 4.46 3.31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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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发票领用、使用等管理应支持或至少不能限

制市场主体活动，减少负效应。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

推进区块链技术与电子发票结合，提升发票管理质量。

税制执行方面。一是强化业务技能和技术技能。

通过培训提高涉税人员的一般涉税业务办理和涉税工

具使用能力。广泛征求、认真总结并及时采纳税收执

行全过程的经验与技巧，实现处理涉税问题有策有术。

二是普及税法知识，严格规范涉税流程，强化税法刚

性。三是充分挖掘处于成长期或创业期的暂时困难企

业，推出减税降费特殊机制。对税制执行有问题的涉

税人员，要依法处置。四是压缩实务流程，简化纳税材

料。做好税务、财政、环保、工商、监管等部门协调，

提升涉税业务办理效率。结合网络共享、大数据等现

代工具，精炼、合并与撤销并举，部门信息互通共享，

避免一事反复报送、多次采集。五是加快税收流程电

子化进程。加速电子文书、电子签章、节约申报时间。

提升“一站式”服务效率，减少柜台受理时间。六是征

管权力归口，职责明确。小税种征管要做到流程明晰、

责权匹配，避免多部门管理。尤其是环保税，要明确划

分环保、税收部门职责，构建环保部门出标准，企业纳

税、税务部门收税的统一的网络体系，提升透明度和

部门协作能力。

税收服务方面。一是提高税务人员和涉税中介服

务能力。认真组织对税务人员培训，研究、探讨税收制

度重点、难点，减少因认知差异导致的纳税纠纷，提升

纳税服务广度和高度，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服务能力，

优化省域中介涉税服务环境。此外，充分发挥 12366 纳

税服务客服和电话咨询热线功

能，实质性地解决涉税疑问。二

是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反馈机

制。让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和个

人更好更积极地供给多元化、个

性化涉税服务。同时，开展纳税

服务满意度调查，及时梳理并进

行问题改进。完善对涉税中介服

务的监督体系。对涉税中介及个

人实行定期考评，对业务不达标

的给予相应处罚。三是提升电子税务局功能，提高线

上办税服务的灵活性。增强纳税人对电子税务局功能

认识。通过税收部门培训，增加视频解读税收法规图

文和线上办税流程与技巧，提升网上办税意识与能力。

建立信息匹配准确度高，网络稳定性及抗压性强的线

上申报系统是提升河南省线上办税功能的主要抓手。

四是完善跨区域信息共享，实现纳税人跨区域涉税事

项网络申报。

税收监管方面。一是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全社会

监督模式运行，让纳税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不敢

违法。鼓励纳税人间依据业务链条的业务内容及票证

传递进行监督。强化所有利益相关者间的相互监督。

二是规范税收监督程序与行为，严格依法处置。公开

执法信息，强化税收监管刚性。三是提高税收监管人

员业务技能。持续学习并不断考核，提升税收监管的

高质性与规范性。培养监管人员能够依据纳税人的各

类财务报表、网站内容和业务链的所有业务等多渠道

搜集涉税信息的能力 ；熟练运用各类涉税软件等新工

具和新方法的能力 ；发现与识别税收风险并帮助企业

进行防控的能力 ；了解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并掌

握其国际视野下外向型业务稽查的能力。

【本文为河南省社科基金“河南省营商环境面临的

问题及对策研究”（2019BJJ017）和国家税务总局河南

省税务局立项的“河南省税收营商环境的质量评测与

优化”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  国家税务总局开封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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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税收监管测量题项均值

测量指标 税收部门 个体工商户 企业 整体均值

税收监督法规完备性 4.70 4.58 3.33 4.44

税收监督程序与行为规范性 4.69 4.59 3.60 4.48

举报纳税人违法违纪办理实效 4.69 4.60 3.37 4.45

举报税收干部违法违纪办理实效 4.70 4.59 3.28 4.44

税收监督执法信息公开度 4.70 4.59 3.27 4.43

稽查处理结果合理性 4.68 4.57 3.56 4.46

表 1、2 是依据税收实务全过程中的税收制度、税收监督题项，根据设计并验

证后的5点式李克特量表进行重点调研和网络调研，计算出的题项要素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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