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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收信息化在税务稽查工作中的应用滞后于征收和管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信息化 

整体水平的提高。针对目前稽查与征管业务衔接不紧密、模块功能陈旧、稽查文书不统一、缺少 

自动提示、信息不能共享等问题，建议通过重新开发税务稽查系统，扩展对纳税人信息、税收征 

管信息以及相关部门信息的采集，盘活存量信息，提高税务人员素质等方法提高税务稽查信息 

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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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稽查信息化的关键在于有效利用信息资 

源，通过建立信息应用平台，广泛采集和积累信 

息，迅速流通和加工信息，有效利用信息。税务稽 

查信息化同时也是强化管理的过程，通过税务稽 

查与信息技术运用的相互结合和互相促进，规范 

稽查业务流程，减少稽查执法的随意性，增强稽查 

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降低税务稽查成本 ，提高工 

作质量和效率，也可以促进稽查人员的综合业务 

素质和税收执法整体水平的提高。随着综合征管 

软件等税收信息系统的推广应用，地方的税收信 

息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比较而言，税收信息化 

在税务稽查工作中的应用滞后于征收和管理，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信息化整体水平的提高。 

一

、税务稽查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 

1．稽查模块功能陈旧 

以综合征管软件为例，我们已利用综合征管 

软件实现信息一体化、省级数据集中，但由于相对 

征管而言稽查模块业务功能滞后，因此有些地区 

尚未启用稽查模块。在我市的八个县(市)、区 

中，就有三家未曾启用稽查模块，四个环节的管理 

仍处在手工操作阶段，各个环节的台帐仍靠手工 

登记，各个环节的衔接仍靠人工传递，对四个环节 

的监督难以有效到位，容易造成对工作环节的遗 

漏和脱节，对于每个检查户的工作进展情况无法 

及时掌握，各个工作环节的时限要求也无法严格 

控制，每个检查员的工作量和工作成果无法客观 

衡量。 

2．稽查与征管业务衔接不紧密 

(1)选案功能未能充分利用。计算机选案避 

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使选案更为科学。但现行 

的稽查软件中，多数计算机选案功能十分薄弱。 

以综合征管软件为例，现版本的综合征管软件均 

设有计算机选案功能，但在现实工作中实际作用 

不大，没有体现征管、稽查信息共享的优势；在选 

案分析环节中，计算机选案所需的行业平均值定 

义及维护比较复杂，实际运用难度较大⋯。缺乏 
一 套科学合理的选案指标和选案软件，缺乏对检 

查对象纳税资料的全面分析，绝大多数案件只能 

根据历年申报缴纳税款的简单对比和检查人员的 

主观好恶来确定，仍然是以人工选案为主，在去年 

全市下达的稽查任务共 1 137中，计算机选案的户 

数只有 105户，只占了整个稽查任务的 9．23％。 

这就造成无法对众多的纳税户进行深度、精确的 

选案。 

(2)稽查实施过于简单化。在综合征管软件 

中，实施稽查子模块基本上只是稽查文书的简单 

流转，未体现出稽查实施过程中的业务性质。按 

照稽查规程要求，稽查实施分为检查准备、实施检 

查和检查终结三个步骤。作为信息化下的实施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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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应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控制实施稽查人员工作 

上的随意性。检查环节只将部分文书录人，重要 

的稽查工作底稿等内容都没有反映。原来手工操 

作下，稽查人员可以手工计算将同一违法行为的 

各税种补税金额一并计算出来，但是信息化下却 

要求稽查人员区分违法行为和税种分别手工录 

人，即同一违法行为要将所查的不同税种分别录 

人、描述一次。由于稽查人员的素质不一，许多基 

层税务稽查人员对计算机操作并不熟悉，有时会 

造成检查一户纳税人要 lO天时间，而录入计算机 

则需2—3天时间，增大了稽查人员的工作量。 

(3)稽查审理缺乏统一标准。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及《稽查工作规程》，对于各类具体 

违法行为的定性都有相关的规定和处罚标准。现 

行综合征管软件审理环节中，由于没有对具体违 

法行为进行分类归集，因此无法将法律法规与具 

体行为自动结合形成定性处罚监控，造成了审理 

人员审理定性的随意性，无法对审理行为进行有 

效监控。 

(4)稽查执行仍属手工操作。目前综合征管 

软件中的稽查执行子模块仅停留在对执行结果的 

手工录入上，它应与征管、银行等部门实现互动， 

而不应仅为对稽查执行结果的手工录入。例如， 

与银行部门联网实现对纳税人银行存款情况的有 

效监控，则可增大执法力度 ，确保审理结果的有效 

执行。 

(5)部分功能需要进一步改进和维护。查询 

功能不能满足稽查业务需要，不支持模糊查询及 

关键词查询。如稽查相关业务指标不能直接产 

生，查询出的都是明细和总的汇总额。考核口径 

上与总局有关文件要求也不一致，如总局文件考 

核的查补人库率是按期入库率，但软件中反映的 

是全部的人库数，不能区分按期与未按期入库的 

指标，不能查出具体入库时间、税票信息等。 

3．稽查文书未统一 

国家税务总局为了保证稽查文书的统一性、 

规范性和严肃性，杜绝由于稽查文书不规范所带 

来的稽查执法的随意性，统一规范了税务稽查文 

书样式和使用说明。但是目前税务稽查信息化下 

仍存在稽查文书样式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税务综合征管软件及许多地方自 

行开发的税务应用软件中稽查文书未按照总局统 
一 格式设计，致使各地区稽查文书样式不统一，内 

容也不能满足总局对稽查工作的要求；二是在税 

务综合征管软件及各地自行开发的税务应用软件 

中，存在着大量自行设计的内部传递文书，用于满 

足内部业务的流转，其作用相似、样式各异、项 目 

参差不齐，这一部分也应由总局统一规范；三是相 

关文书没有相互校验功能。软件只提供 WORD 

模版，必须依靠过去的手工劳动，依赖稽查人员将 

检查结果、审理结论等一一录人 J。 

4．信息不能共享 

第一是对纳税人历年检查情况分散在各个稽 

查部门之间，缺乏各稽查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对 

纳税人以前年度检查情况需要纳税人提供税务处 

理决定书或者税务稽查结论才能了解。第二是对 

纳税人日常检查情况分散在管理部门和稽查部门 

之间，缺乏主管局和稽查局之间的信息共享，对纳 

税人税源管理、纳税评估、发票管理等情况无法全 

面掌握。第三是对纳税人在税务部门的检查情况 

分散在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之间，缺乏国税和地 

税之间的信息共享，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的检查 

结果不能及时相互反馈，无法形成对纳税人的全 

面检查。检查过程游离于软件之外，独自处理，没 

有纳入监控过程之中。 

5．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随着信息化管理软件在企业的广泛运用，这 

就要求税务稽查人员不仅要具有丰富的会计、财 

务、税务稽查知识和技能，熟悉财经法规以及其他 

的法律规定，还应当掌握计算机知识及其应用技 

术，掌握数据处理和管理技术，掌握会计电子信息 

管理系统的内部流程和操作要点。目前税务干部 

队伍素质与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仍 

然比较突出，专业及信息技术人员数量和质量都 

还难以满足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整个干部 

队伍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和驾驭先进工具的能力 

还不够，缺乏既懂信息技术又熟悉税收业务的复 

合型人才，税收业务和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遭遇 

断层 ，使深层次的信息技术应用开发受到限制，制 

约了税收信息化建设良性、健康的发展 J。 

二、解决税务稽查信息化中存在问题 

的对策 

1．开发稽查专用软件。提高稽查信息化的应 

用深度 

(1)开发税务稽查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对稽 

查工作全流程监控，提高税务稽查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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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稽查管理信息系统以《税务稽查工作规程》 

为基础，覆盖税务稽查工作的下达检查计划、实施 

税务检查、审理和执行四个环节，实现对税务稽查 

工作从开始到结束全流程的监控。通过税务稽查 

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检查计划的下 

达和分配情况、每个检查户的检查进度、各个检查 

环节的阶段性报告、检查处理结果和执行情况，以 

及每个稽查部门的查补收入和每个检查人员的工 

作量和工作成绩，实现对税务稽查工作的有效监 

督和管理，提高税务稽查查补收人预测的准确度， 

保证税务稽查工作高效运转 J。 

(2)开发选案系统，实现计算机辅助选案，提 

高选案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选案系统应实现以下 

选案功能：①通过输入拟检查对象的财务数据，自 

动分析和辨别财务指标是否异常，哪些指标异常 

以及异常的程度，以供选案人员进行人工选案。 

②自行设定选案指标，通过输入拟检查对象的财 

务数据，筛选出与设定的选案指标异常的检查户。 

③自动调用《营业税项目管理系统》、《货运发票 

系统》、《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地方 

税征管质量监控平台》等各个系统中的数据，形 

成对拟检查对象比较全面具体的分析资料，以提 

高选案准确率。 

(3)开发检查分析系统，实现智能分析财务 

数据，提高检查工作质量和效率。通过开发检查 

分析系统，将在检查过程中取得的纳税人的相关 

财务电子数据输人选案模型，分析企业的税负率、 

成本利润率、存货周转率、购销比率、销售利税率、 

毛利率、销售收入变化率、应收账款周转率、速动 

比率等检查指标，生成重点稽查对象及其存在的 

问题或疑点，再由稽查人员结合自身的经验和智 

慧对检查分析系统输出的结果进行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推理和判断，进而实现 

对纳税人的纳税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的总体的认 

识和把握。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稽查 目标 

和重点，实施有重点的检查。 

(4)建立税务稽查政策信息库，实现税收政 

策的便捷检索和查询，提高稽查工作的执法水平。 

将各类税收法律法规、12366对的纳税人咨询的 

答复、对征管、税政、法规部门请示的答复收集整 

理，形成税务稽查政策信息库，供税务稽查人员在 

碰到业务问题时查询，使某类政策问题的适用 口 

径得到统一，避免出现对不同企业提出的相同问 

题适用不同税收政策，不同时期对相同问题适用 

不同税收政策情况，造成因税收政策尺度不一导 

致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从而规范税务稽查执 

法行为，提高税务稽查工作的执法水平 J。 

2．整合信息资源。消除“信息孤岛” 

(1)对现有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充分盘活存 

量信息。信息之间所存在的钩稽关系，不断深度 

挖掘潜在价值。通过对各种信通过息进行多角 

度、深层次的分析，解读出这些信息中所隐藏着的 

信号，发现问题，找出原因，进而做出理性的判断 

和相应的决策。使这些静态的“死”数据，变成能 

服务于税收稽查实际工作的“活”信息。例如根 

据“户籍信息”中的“土地情况”和申报缴纳土地 

使用税的情况分析是否有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 

为；根据投资方的变更情况和扣缴个人所得税的 

情况分析是否有股权转让的行为。 

(2)加强各个稽查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一 

是利用税务稽查管理信息系统共享各稽查部门查 

处税务违法案件的情况，通过共享检查报告、审理 

报告等阶段性报告和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稽查 

结论、税务处罚决定书等结论性文书以及税务稽 

查案例库共享行业检查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检查 

方法。二是利用选案系统共享在检查中摸索和总 

结出的行业关键经济、技术、税收指标，主要包括 

投入产出比、能源消耗指标、行业税负等。三是利 

用税务稽查政策信息库共享对检查中碰到具体问 

题的统一把握税收政策尺度，避免出现对不同企 

业提出的相同问题适用不同税收政策，不同时期 

对相同问题适用不同税收政策情况。 

(3)加强征管部门与稽查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享。一是征管部门和稽查部门应加强沟通，征管 

部门将在 日常管理中对纳税人税源管理、纳税评 

估、发票管理、日常检查等情况反馈给稽查部门， 

稽查部门也应及时将查处违法行为的结果和加强 

征管的建议反馈给征管部门，实现征管部门和稽 

查部门的良性互动。二是可以考虑将征管部门使 

用的软件开放查询的权限给稽查部门，使稽查部 

门在开展稽查工作时能够调阅在不同系统中的资 

料，全面掌握被查对象的情况 。 。 

(4)加强与国税部门的信息共享。一是加强 

与国税部门的信息共享，以便于在检查过程中对 

大额货物销售发票进行核查。二是加强与国税部 

门在稽查方面的信息共享，及时掌握国税稽查部 

门的检查情况，以便于跟进开展后续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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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人员素质。培养技术人才 

(1)完善培训制度，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 

制作简明、易懂的培训教材及辅助课件，建立仿真 

培训环境，分岗位、分批次地对干部职工进行软件 

应用专业技能的培训，每次培训后都要对参训人 

员严格测试，要求各单位对各岗位人员的培训、考 

试情况予以记录，必须掌握本岗位所需操作技能 

才可上岗。 

(2)注重业务人才与技术人才的协调与平 

衡。加大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大力组织 

计算机系统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税控设 

备以及应用系统的培训；同时，学习西方国家税收 

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充分了解自己在信息化 

条件下的所需，以及怎样选用相适应的信息及网 

络技术，发挥信息及网络技术的作用。 

4．加强安全管理，确保信息安全 

由于税务稽查信息化是基于网络平台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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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税务信息化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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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ax Inspection Informationization 

UN Li 

(Yancheng Local Taxation Bureau，Yancheng Jiangsu 224001，China) 

Abstract：Tax informationization trails far behind tax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tax inspection，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overall level of tax informationization．On these problems as impact connection between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old module 

function，inconsistent inspection paper，lack of hint and share of information，the paper put forward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tax inspection informationization，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x professionals
， developing new tax in· 

spection system，enlarging inform ation of tax payer，tax management to activate the deposi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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