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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财政税收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冲击。这种新型经济形态以其独特

的特性和演变路径,不仅重塑了税收收入的规模和构成,同时也对传统的税收管理机制构成了严峻的考

验。在迎接数字经济时代的过程中,财政税收体系暴露出了若干问题,如税收法规的滞后、征税技术和工

具的更新不足,以及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现象。为了重塑一个更为适应数字经济的税收框架,亟需实施

一系列战略举措。首要任务是强化税收制度的现代化改革,确保其能够全面涵盖数字经济的广阔领域,

避免出现法律真空地带。其次需要推动征税手段的创新,引入前沿的信息科技以提升税收管理的精准度

和公正性。最后财政支出策略也需相应调整,着重投资于数字经济的培育和发展,以驱动这一新兴产业的

繁荣。在优化过程中,必须设定明确的改革目标,并坚持公平、效能和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确保财政税收

体系能无缝对接数字经济时代的步伐,为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提供坚实的财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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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impact. 

With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ath, this new economic form not only reshapes the scale and 

composition of tax revenue, but also poses a severe test to the traditional tax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embrac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has exposed several problems, such as 

the lag of tax regulations, the insufficient update of taxation technology and tools, and the irrational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shape a tax framework that is more adapted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 series of 

strategic initiatives are urgently needed. The first task is to modernize the tax system to ensure that it covers the 

vast area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avoids a legal vacuum.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ax collection methods 

and introduce cutting-ed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fairness of tax administration. 

Fiscal spending strategies need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focusing on inve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drive the prosperity of this emerging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optim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t clear reform goals, and adhere to the balance between fairness,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can seamlessly match the pa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provide solid financial security for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soci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era;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 path;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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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财政税收是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

有关部门要持续推动财政税收改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随着数字经

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化技术与财政税收深度融合能够推动财政

税收体制改革从而提高财政管理的效率及群众对政府治理的参

与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动能。在此背景下,传统

的财政税收体制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本文结合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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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财政税收体制的优化路径,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1 数字经济时代对财政税收体制的影响 

1.1数字经济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新兴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其根基深植于数据与信息

技术的交织之中,展现出独特的特性,包括高度的创新驱动力、

紧密的互联性以及数据主导的决策方式。技术的飞跃与互联网

的全球渗透,如同催化剂般推动了这一经济领域前所未有的繁

荣。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化,数据的积累和增值不仅催生了无数

的商业创新可能,更为个人与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创新空间。数字

经济的连接性则如同一张无形的网,联结着跨行业的主体,促进

信息的无障碍交流与深度合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数字经

济生态系统的演进。 

1.2对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的影响 

随着数字时代的飞跃,新兴领域如在线交易、协同经济和数

据云服务等领域蓬勃发展,它们的迅猛增长为政府的财政资源

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促使跨国企业在

国际的合作更加紧密,从而为政府的国际税收版图增添了可观

的收益。数字经济对财政收入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

层面。数字经济催生了以虚拟资产和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新型财

富形式,这要求政府在无形财产和知识权益的税收管理上与时

俱进,确保财政收入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数字经济的跨地域特性

也带来挑战,跨国公司通过税收策略规避地方税收,局部地区的

税收收入可能面临下滑的压力。为了适应这种变革,政府必须革

新税收策略,强化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税务监管,确保税收公平和

财政稳定性。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平衡创新激励与税收

征管,是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1.3对税收征管模式的挑战 

数字经济的跨国交易特性使得传统的地域限制的税收管理

策略在监控跨境数字交易时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加剧了诸如企

业利润转移和逃税等问题。政府需强化国际合作,并促进税务信

息的全球共享,构建跨国税务信息交流平台,增强国际税收管理

和司法管辖的能力。在数字支付盛行的新时代,多样化的支付手

段,如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对传统的税收管理构成了重大考

验。为应对这一变革,政府需推动创新性的数字支付监管策略,

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联合监管网络,实施对

数字支付行为的实时监控和规范管理。大数据在税收征管中的

应用要求大规模数据处理,但同时也引出如何兼顾大数据分析

与个人隐私保护的难题。政府应在保障个人隐私权益的同时,

有效地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税收征管的效能和精确度。数字经

济对财政税收制度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且深远的。 

2 当前财政税收体制在数字经济时代存在的问题 

2.1税收制度的不适应 

在数字时代的飞速演进中,其特有的经济结构和交易方式

对传统的税收框架构成了重大考验。数字经济的企业往往依赖

于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品牌影响力、用户数据等,来创造价

值,这种方式与传统的实体企业大相径庭,使得税务部门在确定

交易性质和应缴税款时面临困难。数字经济的高度流动性与虚

拟性使其能够轻松地将运营活动移至税收优惠地区,或者利用

加密货币等工具逃避税负,极大地增加了税收管理的复杂性。当

前的税收法规对于数字经济的新颖业态和商业实践缺乏清晰的

规范和定义,因而造成了税收执行的诸多不明确性。 

2.2征管技术与手段的滞后 

税收管理领域的革新面临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严峻考

验。尽管处于一个数据驱动的时代,但现有的税收管理体系在技

术和方法上显然显得力有不逮。首要问题在于税务机构的数据

处理瓶颈,无法妥善应对数字经济时代汹涌而来的海量复杂数

据。由于技术更新换代的步伐相对较慢,税务机关往往难以捕捉

到企业潜在的隐蔽数据,这无疑拖累了税收征收的响应速度和

效率。传统税收管理手段的局限性愈发突显。税收征管主要依

赖于传统的发票管理和现场稽查等形式,而在数字化经济的大

背景下,这些方法显然捉襟见肘,难以满足现代税收管理的需

求。信息不对称和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困扰着税收征管过程,进一

步降低了其效率和精准度。数字经济的发展迫切呼唤税收征管

体系进行深刻的转型与升级,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挑战和需求。 

2.3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性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财政支出结构的缺陷逐渐显现。政

府对数字经济的投资明显不足,导致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缺乏

充足的金融保障。尽管数字经济已被视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引擎,但在实际财政分配中,其份额仍显不足,难以满足其高速

发展的需求。财政资源的分配失衡,使得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受

限。财政支出主要侧重于传统行业和实体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

的扶持措施相对薄弱,这无疑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潜在失衡。在数

字经济政策层面,政策模糊不清、执行力度欠缺等问题也阻碍了

其健康成长。财政税收体系在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变革时,面临挑

战包括：税收制度的滞后、征税技术和手段的不足,以及财政支

出结构的不均衡。为迎头赶上并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主动调整

税收策略,优化税收制度以适应数字经济；提升税收管理系统的

现代化水平。财政支出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强化对数字经济

的倾斜,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政府还需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

济的合作与对话,共同应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3 财政税收体制优化的具体路径 

3.1税收制度的完善 

财政税收体系的优化离不开税收制度的精细化构建。步入

数字经济新时代,亟需对现行税制进行革新和深化,以契合新型

经济模式和交易方式的独特要求。首要任务是确立针对数字经

济的税收准则和架构,明确虚拟经济活动的税务归属、国际税务

管辖以及适用的税收衡量标准,确保税收规则的公正和连贯性。

在全球合作的大背景下,应携手国际伙伴,共同研讨并完善数字

经济时代的税收法规。在税种设计上,应灵活调整,拓宽税收基

础。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和演变路径,适时引入创新税种,如针

对数字服务和数据资源的新型税收,以便更精确地衡量和赋税

数字经济的价值增值。通过降低税收准入门槛,扩大征税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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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所有数字经济活动均在监管范围内。在税收优惠策略上,

应有针对性地优化。对于那些符合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升级

的数字经济企业,应实施差别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减税、延长

优惠期等激励措施,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投资热情。 

3.2征管体制的创新 

财政税收体系的革新核心在于税收征管体制的创新。在数

字时代背景下,依托尖端的信息技术,重塑税收征收方式以提升

管理效能至关重要。推动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是关键步

骤,这需要构建全面的税收征管信息体系,确保税务数据能自动

地被收集、整合和解读,从而提升自动化程度。应用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精确识别和预防税收风险,增强征管的智能

化。面对数字经济的全球性特质,要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应对跨

国公司利用数字平台进行跨境交易和利润转移的行为,与国际

税务机构协作,共同防止逃税,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改进税收

征管服务体验,如精简纳税流程,缩短办理时间,提高服务效率,

通过推广电子税务局和在线纳税等方式,为纳税人创造更便利、

高效的税务环境。 

3.3财政支出的优化调整 

财政支出的策略改革是财政税收体系提升的关键环节。步

入数字经济的新纪元,其核心在于灵活调整支出配置,以增强其

效能和产出。首要任务是聚焦数字经济的投资。作为经济转型

和升级的引擎,政府应积极增投于数字经济的基石,包括促进基

础设施的构建、技术创新以及人才的培育。应实施精细化的支

出结构调整,确保每一分钱都精准投入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瓶

颈地带。强化对财政支出的监管与绩效评估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旨在保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避免资源的浪费。政府

应勇于创新财政支出模式,比如通过财政杠杆引导社会资本流

向数字经济,或者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购买,以此提升财政支

出的效率和适应性。数字经济时代的财政政策应当灵活且前瞻,

以驱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 

4 数字经济时代财政税收体制优化的目标与原则 

4.1优化目标的确立 

适应数字经济的浪潮,财政税收体系的改革应当紧密贴合

这一领域的发展特点。这涉及到构建一个能够敏捷应对数据资

产估值、数字交易监控等新问题的税制,以保证其功能的实施和

未来的可行性。改革过程中,首要坚持的是公正性原则。税制设

计必须保证所有经济活动在税收负担上的一致性,防止对特定

经济活动的税收偏好或不平等待遇,从而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

基础。透明度是改革不可忽视的一环。税制的制定、实施及监

管过程需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审视,以提升税制的信任度和执

行力,减少可能的冲突,保持良好的税收秩序。此外,税制优化的

核心目标之一是确保税收收入的持久性,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也要兼顾环境保护,避免税收政

策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4.2遵循的原则 

适应数字经济的浪潮,财政税收体系的改革应当灵活应对

这一领域的新挑战。这涉及对数据资产进行有效估值,以及对数

字交易实施严密监管,以保证税制的效能和长期稳定性。改革过

程中,首要坚持的是公正性原则。税制设计应确保所有经济活动

在税收负担上平等,防止对特定经济活动的过度税收减免或不

公正待遇,从而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此外,透明度是改革

的另一关键要素,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管需公开透明,接

受公众的监督,以提升税制的信任度和效力,减少可能的争议,

维护良好的税收秩序。优化财政税收体制的目标也包括确保税

收收入的持久性,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资

金来源。在此基础上,税制还需顾及环境保护,避免对生态平衡

产生负面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步入数字化转型的前沿,财政税收体系的改革已面临严峻

的现实需求。在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与可能性时,必须深入

剖析现有税收政策、征税机制以及财政开支布局的局限,寻求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改革的核心不应仅仅聚焦于税收收入的增长,

更需强调税收的公正性和效能。这意味着需要构建更为完善的

税收框架,确保所有经济活动在税收层面得到公正且高效的调

整,消除潜在的逃税缝隙,消除税收负担的不均衡。要借助现代

科技力量,革新征税管理方式,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确保税收

的及时且有效管控。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同样是财政税收体系

优化的关键环节。需要加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投资,推动数

字技术的研发和产业进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交

融。还要兼顾支出的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确保公共资金的公正分

配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既是财政税收体

系改革的催化剂,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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