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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类数字化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为了确保税收征管有效适应数

字经济,文章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的发展特点,探究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面临的挑战,

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提出应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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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adapt to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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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类数字化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广

泛应用,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税收治理面临空前的

挑战与压力,也成为考验各国税务行业、财税学界综合能力与

智慧的时代性课题,亟待关注和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因应

对策。 

1 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的发展特点 

1.1数字经济推动税收征管理念变革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旧有的税收征管理念已经不适应当前

经济发展态势,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为税收征管思想的变

革创造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推动“以数

治税”征管理念的形成。数字经济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应用

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开展业务工作,由此使税收的数据信息愈发

多元。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电子化数据处理方法逐渐无法满足税

收征管的要求,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设计的新型税收征管技术

手段开始成为绝对的主流,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加入还有助于提

高税收征管效率。另一方面,推动税收征管由管理朝服务理念方

向转变。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中,税务机关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

纳税人则是被管理者。每到纳税时期,纳税人都要基于我国税收

法律法规前往纳税机关定期纳税。但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不断

发展,纳税人不再需要亲自前往税务机关纳税,而是可以在支付

宝、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软件设备上纳税。由此,纳税机关的角

色由管理者成为服务者,税收征管理念也由传统的管理理念朝

服务理念方向转变。 

1.2数字经济促进税收征管方法改变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方式,

同时也让税收征管的方法由传统的票据文件治理朝数字治理方

向转变。目前,对税收征管方法改变 大的数字化技术包括以下

几种。第一,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是一套综合性的技术解决

方案,涉及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分析、可视化等多项内容,

用于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以支持各种应用与决策。

大数据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能够帮助税收机关处理海量

的税收数据,从而使每一项纳税数据都能有据可查。第二,人工

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系统的智能化技

术,可以模拟和实现人类的智能行为。人工智能要想取得应用,

需要有海量的算法数据作为支撑。在税收征管中,税收机关会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税收信息的算法处理提供帮助,进而有

效规避税收征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第三,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它通过加密算

法和分布式节点共识机制来验证、存储、传输数据,确保交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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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透明、安全和不可篡改。税收机关使用区块链技术,把各

种税收数据信息存储在不同的链条节点中,能够有效保障数据

存储的安全性。 

2 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面临的挑战 

2.1纳税人主体难以理清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的出现催生出电子商务平台,从

而打破了生产者与购买者之间的界限,传统以零售为主的业务

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数字经济下企业可以在电子商务平

台上借助各类算法技术了解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然后根据需求

设计研发产品。由此可见,数字经济的出现让消费者与商家之间

的交易方式愈发多元化,这种情况也使商业经营的门槛逐渐降

低,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从事商业经营,我国的纳税人主体也开

始由企业转变为个体。与企业纳税相比,个体纳税人相对分散且

并不拥有固定的商业经营场所,因而税务机关较难对个体纳税

人进行追踪与监管,同时也较难对个体纳税人的每笔交易供销

双方进行确认,由此使纳税人主体难以得到理清,税收征管也容

易出现盲点。 

2.2数字经济对判定税收管辖权提出挑战 

数字经济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催生出大量无形产品和虚拟服

务,而我国传统的税收制度显然较难处理无形产品和虚拟服务。

为此,国家专门针对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体系进行调整,此举虽

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一些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比如对税收

管辖权的界定。我国税收征管在界定税收管辖权时,主要遵循

“税收属地”原则,纳税人对于所得税的缴纳主要围绕其来源地

进行课税,纳税人对于流转税的缴纳主要围绕其实际消费地进

行课税[1]。然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并没有成

立企业,而是以个体独立身份存在,这就导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

税收管辖权的界定存在困难。 

2.3税收信息收集存在一定难度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更多人愿意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购

物,在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中,商业行为的过程与结果不再被纸

质发票所记录,而是被各种支付信息和电子发票取代。与纸质发

票能够被消费者第一时间得到不同,支付信息和电子发票往往

被保存在电子商务平台中。在此过程中,电子商务平台为了保护

消费者的隐私,不会主动把消费者的所有交易信息透露给税务

机关,这就给税收机关收集纳税人的税收信息提出新的挑战。在

传统的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会遵循“以票控税”原则,即纳税

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经济交易是合法的,需要提供每次经济交易

中的发票,这一原则的遵循不仅能够明确纳税人在纳税过程

中所应遵守的义务,同时也方便税务机关收集纳税人的税收

信息[2]。然而,当大量的经济交易开始以数字化形式出现时,

电子发票上的涉税信息很容易被修改,从而增加了税务机关

的工作难度。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这一大环境让各电子商务平

台间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少数电子商务平台为了实现业务

创收目标,不惜铤而走险制造诸多虚假交易,税务机关要想调

查清楚电子商务平台制作的虚假交易,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精

力,可见传统“以票控税”的税收征管原则已经不适用于数字

经济时代。 

3 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的应对对策 

3.1及时理清纳税人主体 

数字经济下,纳税人呈现出个体化、分散化、虚拟化等特点,

使纳税机关对纳税人主体的界定存在一定困难。为了及时理清

纳税人主体,纳税机关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一方面,明确数字经

济下纳税主体的认定标准。税务机关自身应该明确数字经济时

代以及该时代下纳税人呈现出的各种特点,然后围绕特点制定

全新的纳税人界定标准,这些标准可以包括纳税人的身份、收入

来源、交易行为等内容[3]。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催生出各类新型

产业,税务企业也应该针对各类新型产业制定相关的税收征管

政策,以此确保税收征管的公平合理性。另一方面,加强数字经

济下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普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

税务机关对于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应该与时俱进,并借

助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微博等渠道对外进行

宣传,普及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政策与传统政策之间的区别,让

更多纳税人明确数字经济下的纳税义务和违规后果,从而让更

多个体纳税人自觉纳税。 

3.2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健全税收管辖权判定规则 

数字经济的发展让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被混淆,也使税

务机关明确界定税收管辖权带来了挑战。针对这一挑战,税务机

关有必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并健全税收管辖权的判定规则。首

先,税务机关应该围绕数字经济下的经济交易特质,重新界定数

字经济的性质、类别以及范围,同时对传统税收征管中与数字

经济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修改。其次,税务机关可以使用“虚拟

常设机构”,并为其提供新的联结规则,以对纳税人的所得税

来源进行界定。在“虚拟常设机构”的帮助下,税务机关可以

把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器作为虚拟空间的常设机构,当消费

者在“虚拟常设机构”中消费后,就能对其所得来源地进行精

准定位[4]。 后,对于流转税的界定,税务机关可以在传统“税

收属地”原则的基础上,对流转税的征收机制进行更新与完善,

同时要在流转税的税基和税目中加入更多与数字经济相关的

产品与服务。比如当纳税人难以判断消费地时,税务机关可以

要求电子商务平台执行代扣代缴制度,之后再由纳税人在电子

商务平台上补齐。 

3.3建立精准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对纳税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是

落实好税收征管工作的关键。为此,税务机关可以从事前、事中、

事后三个角度出发,建立税收征管监管体系,以维护市场秩序。

在事前环节,税务机关需要依据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经济交易特

质,设置全新的信用等级制度,同时要健全内控体系,以对数字

经济带来的冲击形成一定抵御。在事中环节,税务机关可以使

用大数据技术设置风险预警系统,当大数据检测到可疑的税

收信息时,就会向税务人员报警。在事后环节,税务机关可以

借助区块链技术,搭建“税收征管违法”模型。该模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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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各类在数字经济下的税收违法行为,一旦税务人员在税收

征管过程中遇到模型中设置的行为时,就能对违法行为展开精

准打击。 

4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的到来让我国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更新

的同时,也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想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我国税收征管应该基于及时理清纳税人主体、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健全税收管辖权判定规则、强化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建立

精准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应对对策,实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

转变,从而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并在数字经济下发挥税收征管

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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