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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税务是数字时代税务工作的总体发展趋势,而精准监管则是智慧税务的内在要求。基于此,

文章以“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为研究内容,围绕树立以数治税理念、再造税务监管流程、构

建数据处理平台、搭建数字监管系统、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加强税务风险防范、实施人才强税战略七

大方面,提出了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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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taxation i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tax work in the digital era, and accurate 

supervision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smart tax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tax + precise supervision" system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puts forward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seven aspects: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tax management based on data, reengineering the tax 

supervision process, constructing the data processing platform, building the digital supervision system, 

innov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he prevention of tax risks,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ax b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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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监管是防范税务风险,推进税务工作深入开展的重

要一环。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

改革,完善税务监管体系”[1],并从数字时代出发,围绕数字技

术的应用,提出了税收监管体系建设的思路、方案。对此,企

业应着力开展“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助力税务监

管高质量发展。 

1 理念端：树立以数治税理念 

以往,企业税务工作秉持的是“以票管税”的理念。数字时

代,“以票管税”理念已经难以满足税务工作的需要。《意见》

要求,实现税务工作理念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转变,

为新时期税务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因此,企业树立“以数治

税”理念,就成为“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的先决条件。 

一是具备数据治理思维。数据治理思维是数字时代的必备

思维,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思维。“以数治税”要求

将数据作为税收治理的重要资源,发挥数字技术在税收治理中

的作用[2]。企业应具备数据治理思维,并以数据治理思维助推

“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 

二是把握“以数治税”在分类精准监管中的作用。精准监

管是提高税务监管水平的关键,而分类监管则是实现精准监管

的基本路径。企业应深刻把握“以数治税”在分类精准监管中

的作用,从数据思维出发,以数据的采集、处理、应用为主线,

充分发挥数据对于税收监管的价值。 

三是将“以数治税”作为企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企

业治理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而税收治理则是企业治

理的重点内容。数字技术在税收治理中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

能够推进税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时代税收治理新范

式。企业应将“以数治税”作为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将数字技术全方位、全流程嵌入到税收治理中。 

2 流程端：再造税务监管流程 

随着智慧税务的不断深入,税务监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

统的税务监管流程存在断点,难以实现税务监管事项全面覆

盖的目标。流程再造以业务流程的梳理、整合、重构为基本

要求,以提高业务效率为目标,对税务监管的革新具有重要意

义。企业应从“智慧税务＋精准监管”的角度出发,再造税务

监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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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再造办税监管流程。办税监管是税务监管的重要环节,

以往办税监管以线下监管为主,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数字时代,

办税监管正从线下向线上延伸。企业应用税务管理软件,实时更

新税务信息,自动计算和报告,减少错误,并利用AI进行预测分

析,识别潜在的税务风险和漏洞。 

二是再造税务监管资源分配流程。资源分配,如人力资源、

设备资源、技术资源等的分配,是税务监管的重要一环。传统的

税务监管在资源分配中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既造成了税务监

管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使得税务监管中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企

业应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透明性、动态性的优势,对税务系统进

行精细化监控,合理研判各项工作的资源需求,再造资源分配流

程[3]。 

三是再造税务监管任务流程。企业应搭建智能化税务监管

系统,依托数字技术,推进税务监管任务的精准识别、自动发起、

限时流转、动态跟踪、监督反馈和绩效考核,强化税务监管任务

的管理,确保税务监管任务的落实。 

3 数据端：构建数据处理平台 

数据既是智慧税务的底层架构,也是精准监管的核心资源。

因此,构建专门的数据处理平台,就成为“智慧税务+精准监管”

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数据处理平台的构建要点主要有三： 

一是数据归集。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税种数据获取难度

较大,企业可采用PDF解析、OCR智能识别的方式,采集此类税种

数据,并做好汇总、整理,同时,也要推进数据处理平台与外部系

统,如SAP财务核算系统、资产管理系统、外部税局平台等的对

接,依托数据云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与汇总工作[4]。 

二是数据分析。税务数据蕴藏着巨大的价值,数据分析则是

充分发挥数据价值,推进精准监管的关键。对此,企业一方面要

做好数据质量分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校验数据,剔除数

据中的异常数据,如缺失数据、异构数据等,另一方面也要做好

数据价值分析,借助各种挖掘工具,多维挖掘数据价值,构建基

于数据运用的新型监管模式,推进“智慧税务＋精准监管”的深

入开展。 

三是数据共享。“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是一项综

合性、复杂性、艰巨性的任务,仅凭单一主体,难以有效实现“智

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目标。对此,应探索多主体协同发

力的建设机制,并以数据共享来提高各主体的合作水平。比如,

推进数据在上下游企业中的共享,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提高企

业税务风险防范能力,又如,推进数据在税务部门间的共享。同

时,注意保护敏感税务信息免受黑客攻击,确保符合GDPR等数据

保护法规,并使用自动化工具处理税务数据,减少人为错误和欺

诈的可能性。 

4 运行端：搭建数字监管系统 

数字监管系统是智慧税务的重要载体,并在精准监管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前,税务数字监管系统建设存在滞后性,对

税务监管的创新性开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企业应从以下四个

方面,搭建数字监管系统： 

一是强化数字监管系统的性能。数字监管系统需要具有稳

定性、易用性、拓展性等多重性能,其中,稳定性是最为基础的

性能。数字监管系统需要保证在高并发、大数据量的情况下能

够稳定运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为税务监管工作提供

有力支持。 

二是完善数字监管系统的功能。聚焦税务监管的任务、目

标,从税务工作数字化转型的高度出发,多维数字监管系统的功

能,如税收征管功能、纳税服务功能、数据分析与报表功能、安

全审计和权限管理功能等,使数字监管系统真正成为数字时代

税务监管的新型基础设施[5]。同时,配套实施严格的内部控制机

制,防止税务欺诈。 

三是加强运维管理。系统监控、故障处理、性能优化等

运维管理工作,能够有效防范数字监管系统的故障风险,最大

限度发挥数字监管系统在税务监管中的作用。健全税务监管

系统运维管理机制,依托常态化的维护和检修,保证数字监管

系统的效用。 

四是健全制度规范。税务监管系统的运行需要符合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包括数据隐私保护、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

定。企业同时也应健全相应的制度规范,为数字监管系统的运行

保驾护航。 

5 技术端:创新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技术“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的核心技术。当

前,以大数据技术等代表的新型数字技术,正释放出巨大的生命

力。因此,要创新数字技术应用,为“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

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一是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智慧税务下,税务工作每时每

刻均会形成大量的数据。传统的数据技术在海量数据的处理中

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难以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大数据技术具

有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能够全面搜集、整理思政工作中的数据,

同时,大数据技术也具有多元化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通过关联

分析、聚类分析等分析工具,多维发掘数据价值,并借助可视化

工具,如图表等,优化数据分析结果的呈现形态。企业应加强大

数据技术应用,发挥大数据技术在数据采集、分析以及结果呈现

中的作用。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属于新一代数字

技术,主要以信息技术来模拟、延伸、拓展人的智能,在税务精

准监管中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企业应开发人工智能模型,推动

税务监管向智能化监管的方向发展[6]。 

三是加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区块链技术作为数字技术

的一种,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智能合约、信息不可篡

改等特点,区块链技术在税务工作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提升税

务工作的透明度,增强税务工作的合规性,也能有效降低税务

工作的成本。因此,企业要从多维加强区块链技术在税务工作中

的应用。 

6 风险端：加强税务风险防范 

智慧税务下,税务风险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风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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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应从风险管理的流程出发,加强

税务风险防范。 

一是精准识别税务风险。风险具有潜在性的特点,企业应综

合采用风险结构图法、专家访谈法、风险分类表法等方法,精准

识别智慧税务风险,将智慧税务中存在的风险点,全面梳理出来,

形成智慧税务风险体系[7]。 

二是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风险评估是风险识别的深化,能够

从数量众多的风险中,识别出关键风险、主要风险。企业应围绕

发票、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缴纳税款、业务活动等,对风险

的发生几率以及影响程度进行评价,从而确定风险的排序,并开

展逐级分析找到风险源头。 

三是采取风险应对措施。风险应对指借助一定的手段来

应对风险,从而降低风险的发生几率或减轻风险的危害。根据

风险排序的不同,风险应对的方式也不同。企业应从评价结果

出发,采取针对性强的风险应对措施,提高智慧税务风险控制

水平。 

四是加强风险监控。风险监控体现在风险管理的全过程中,

涵盖监督风险管理计划的落实情况、跟踪已识别的风险、识别

新的风险、监测残余风险等多项内容。企业应建立健全智慧税

务风险监控机制。 

7 人才端：实施人才强税战略 

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税务工作中的应用,既为税务工作

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也对企业涉税业务从业人员的专业

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才建

设是“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根本。对此,应从以下三

个方面实施人才强税战略： 

一是推进人才引进工作。人才引进是厚植税务人才储备、

优化税务人才结构、提升税务人才层次的关键性工作。企业应

结合“智慧税务+精准监管”体系建设的内涵、要求、目标,出

台人才引进目录,将兼有扎实理论素养、丰富工作经验以及深厚

数字素养的高素质人才作为人才引进重点。 

二是开发人才培训方案。当前,单一素质型人才已经难以满

足企业税务工作的需求,具备多元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成为税务

工作最为急需的人才。企业应明确数字技术应用对税务人才提

出的新要求,依托岗位素质模型理论,遴选数字时代税务人才必

备素质,如理论素养、服务意识、合作能力、数字素养等,构建

税务人才岗位素质模型,并出台集成化的培训方案[8]。同时,定

期更新员工的税务知识,确保他们熟悉最新的税法变化,加强内

部税务审计,发现并纠正潜在问题。 

三是做好人才考核。一方面,结合智慧税务下税务监管模式

的整体性变革,出台考核指标,将基于数字技术的精准监管作为

指标设计的主要依据,依托科学的考核方式,反馈人才的履职表

现,另一方面,多维加强考核结果的应用,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8 结语 

“智慧税务＋精准监管”是数字时代税务工作的发展趋势,

也是推进税务工作数字化转型,助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

径。对此,企业应从理念端、流程端、数据端、运行端、技术端、

风险端、人才端七个方面采取好措施,加速助推构建“智慧税务

＋精准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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