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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税收征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为税收征管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

数字经济的跨境性、无形性等特点决定了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经济的需求，需要进行

转型和创新。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税收征管部门应当在理清数字经济与税收征管的内涵之

外，立足于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征管思想迭代、促进征管技术进步、驱动征管业务变革等机遇，进一步厘

清数字经济时代所面临的税收征管主体不明、税收征管方式相对滞后、信息交流不畅以及国际税收征管

冲突等挑战，从法律制度界明税收征管主体来完善税收征管的体制机制，以创新科技赋能来大力推进税

收征管数字化发展，强化税收征管各方协作机制保障多方联动发力，立足于国际视野以加强跨境税收监

管国际合作四个层面探寻数字经济时代下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的出路，以期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时代

税收征管制度的转型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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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ax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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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also provided new impetu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he cross-border and intangible na-
tu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termines that tradi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modern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are re-
quired.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ax collection and ad-
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should, in addition to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opportuniti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iteration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deas,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
ogy, and driving the reform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further clarify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such as unclear loc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ubjects, relatively lagging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poor infor-
mation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conflicts, and improve the in-
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by clarifying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
ment entities through the legal system,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empowermen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multi- 
par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ensure multi-party linkage, and 
explore way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
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by strengthening cross-border tax supervis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pro-
vid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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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据大爆炸”的时代下，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不仅带来了新兴的经济业态，为经济社会注入了

新的活力，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的生活保障，对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居民生活模式产

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其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税收征管带来了

极大的机遇，也使得我国税收征管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第十三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税收征管论

坛发布的《税收征管 3.0：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中指出了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及应采取的具体

措施。我国《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在此背景下应时而出，其核心内容在于“合成”，

以数据驱动、系统集成和全局统筹等理念，突出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不断健全制度框架并通过数字技

术赋能新型税收征管模式[1]。该《意见》立足于我国实际，指明了我国税收征管转型发展的新方向，顺

应了国际税收改革大势。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更

高级别的经济形态[2]，其最核心的特征为：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成为重要的价值创造来源，其突

破了时空的限制，打破了传统的税制体系，也对现行国际税制形成挑战。本文将在明晰数字经济与税收

征管的内涵下，厘清数字经济为税收征管带来的机遇和冲击，并就此进一步探寻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

管转型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征管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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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收征管与数字经济内涵概述 

2.1. 税收征管 

税收征管是国家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

平和公正，政府通过税收制度和税收征收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管理的过程。也有人将其简单归纳

为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对税款进行组织、征收、管理、核查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当下，在数字经济

大背景下依托数字技术就衍生出不同于“手工化”和“电子化”阶段的第三类“税收征管 3.0 版”，即

“自动化”征管阶段。即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数字化”阶段，一方面是在技术上，通过数字技术

实现涉税信息的快速高效处理，完成数据的智能归集和自动分析；二是在应用上，基于技术层面引发税

收执法、纳税服务和税收监管等方面的系统性变革[3]。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税收征管呈现出较强的“数字化”特性，同样也逐渐显现出一些其他特征：一是

高度信息化，数字经济时代下税务机关、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化程度普遍提高，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快速获取纳税人的信息并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从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精度；二

是税种科目繁多，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经济业态，必然会使得税种科目越来越多，

“数字税”也正在探索设立，这将是不同于传统的税种科目，这就要求税务机关需要对不同的税种进行

分类管理，实现精准管理；三是监督难度加大，虚拟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出现，且其不以实物

为交易基础，跨境交易日益频繁，使得风险评估更加困难，管理更加繁琐，极大程度地增加了监管难度。 

2.2.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随着科技发展而衍生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是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信息和数据为要素，

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以创新和创造为核心，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形

态。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数字经济”的测算框架将其界定为“凡是在交易环节采用

数字订购或者数字交付的经济活动都属于数字经济范畴”[2]。此种界定方式较为广泛，基本可以将涉及

“数字”的经济活动囊括其中。两年后，我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
其中将数字经济的框架界定为“四化”，即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治理化和数据价值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当前世界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具有以下几个特殊性质：一是跨境性，数字产品和服务可以轻松地跨越国界进行交易，

突破了原有区域限制，这种跨境性给传统税收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传统税收制度是基于国家边

界来划分的，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跨境性；二是无形性，数字产品和服务均是无形的，难以被物化的定

位和界定，使得基于实物划分的传统税收制度适用陷入困境；三是高度数字化，数字产品和服务是通过

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化手段进行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在当前实务中难以界分，且

基于实务征税的惯例也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交易和活动保留

的大量数据记录，也可以助益于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3. 数字经济为税收征管带来机遇 

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为税收征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

数据驱动和数字化为特征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衍生为税收征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具体来说，数字经济为税收征管带来了推动征管思想迭代、促进征管技术进步、驱动征管业务变革等机遇。 

3.1. 推动征管思想迭代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税收征管思想的更新和升级提供了契机。传统的税收征管思想和模式主要依赖于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55


王珍容 
 

 

DOI: 10.12677/ojls.2023.114455 3191 法学 
 

纸质文书和人工核查，这种方式效率低下，且容易出现疏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征管思想和模式需

要更加注重数据化、智能化、自动化及全球化，催生出“以数治税”的征管理念。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

展为税收征管带来全新的思路和方式，面对数字经济所产生的大规模数据集合，传统的手工化、电子化

税收征管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甚至“手足无措”。然而，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借助大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可以深入挖掘税收数据，将静态且分散的数据自动解析为动

态且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打破了传统以经验性判断为主的税收管理模式，为“以数治税”税收管理理

念的产生提供技术支撑。此外，数字经济背景下将不断形成新的“税收治理观”，我国治税观的演进基

本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税收保障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税收工具观”、改革开放时期的“税收收

入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税收经济观”到新世纪初期的“税收法治观”，均是一定发展阶段

下对生产力发展的深刻反映，无一不体现了所处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提出“财

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以数字经济的新发展推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

化目标，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导向数字经济的推动，“税收治理观”逐步成型进而推动了税收征管

思想和理念的不断更新。 

3.2. 促进征管技术进步 

数字经济的衍生新的经济业态，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税收征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征管技术提升助力数字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而数字经济催生的信息技术又反作用于税收征管，二者间

相互成就。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我国税收征管从“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

的转变提供了极大动力，进一步为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提供了条件[3]。数字经济所涉

及的技术领域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数字经济所涉及的技术不仅可

以在数字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也为税收征管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简单来说，大数据分析技术可

以实现对纳税人的财务数据进行全面监控和分析，进一步分析其行为模式和风险评估，实现精准征收、

有效管理和风险预警，减少工作疏漏，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从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准

确度，降低税收管理成本；人工智能技术以“算法技术”为核心，实现数据的自动存储、分析及交换等，

可以自动化地处理税收征管中的一些重复性数据和工作，并通过数据处理的过程建立相关性分析，进一

步建立以数据为核心、各环节相互关联的闭环结构，以提高征管效率；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税务机关实

现数据的去中心化存储和管理，实现对税务数据的安全存储和传输，从而保障税务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提高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的效率，实现税务数据的标准化、自动化、集约化发展。以此来看，数字

经济促进了征管技术的进步，使得税收征管更加高效、精准、安全，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

更好的保障[4]。 

3.3. 驱动征管业务变革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税收征管业务变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使得税收征管业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税收征

管方式，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等方向发展。一是数据化管理，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税务部

门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管理数据，电子税务局、个人所得税 APP 等数字应用可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

全面、高质量的纳税服务，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准确性。二是税收征管的自动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

为税收征管的自动化提供了可能，建立数字化的税务服务平台，可以实现纳税人的自助申报、自助查询、

自助缴纳等功能，通过数字化技术税务部门可以实现自动化的税收征管流程。三是信息共享，数字经济

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的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通过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税务部门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

和共享纳税人的信息，从而提高税收征管的准确性。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促使税务机关更加注重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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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从而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税收征管。并且数字经济之下很多企业采用数字化的方式

进行经营，这就要求税收征管必须具备数字化的能力，比如对于数字化的发票进行识别和管理的能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税收征管业务的协同，税收征管部门可以与电商平台合作，共同打击偷税漏税

行为。此外，数字经济的出现还可以促进新型税收征管模式的创建、推出新型税收征管产品等，从而满

足纳税人和税务部门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就此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税收征管业务的变革，使得

税收征管更加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 

4. 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征管冲击 

数字经济的特点是无国界、无形态、高速度，这使得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数字化时代下，很多经济活动都在互联网上进行，致使形成监管困难的隐形经济，同时也存在部分纳税

人通过虚拟身份、虚拟财产等手段逃避税收的情形，并且在数据时代纳税人的个人信息容易被泄露，带

来更大的税收征管风险。数字经济的发展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基本包括税收征管适用主体、

税收征管组织体系和国际税收规则三个方面。 

4.1. 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纳税主体不明 

纳税主体也即是在法律规定下需要承担纳税义务的人，传统的税收征管主要针对的是实体企业和个

人，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下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一是数字经济的虚拟性之下价值和归属不明。

“课税对象的客观性表明税收制度必须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5]，而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基础运行，

产品和服务大多数都是虚拟的，没有实体，而非传统的客观物质基础，这就使得传统的价值和归属不再

与当下的经济业态相适配，因此税基难以确定。数字经济下税源往往来源于一类人或一群人，却又因价

值分摊标准无法准确划分和固定，致使纳税主体及其应纳税额难以准确界定和衡量[2]。二是供需边界逐

渐被淡化加剧了纳税主体界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供给侧的产业不断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供给主体趋向于

分散化，使得某一项数字经济活动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领域的纳税主体，并且在互联网隐蔽性的庇护下

经营者真实身份难以判断，为税务部门准确定位纳税主体及其应纳税额带来了困难。三是数字经济下衍

生的新经济业态增加了纳税主体的界定难度。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经济业态出

现，其具有线上交易、跨境经营、多元化业务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平台企业的税收征管难度加大。此

类经济主体的资金流向的最终归属不明，且难以判定其真实信息，此时可能性的纳税主体“鱼龙混杂”。

并且此类经济主体业务模式多样化，企业采用不同的自营模式、第三方平台模式等，对不同模式的税收

征管的要求不同，并且在此类主体不进行税务登记行为，而利用不同经营模式掩盖身份时，征管机关则

无法掌握其真实姓名和实际经营地点，很难将其纳入到纳税主体中来。四是证明纳税主体的数据获取困

难。数字经济的生产和交易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但这些数据又往往是跨境的，税收征管机关难以获取

和掌握，并且数字经济下的企业跨境经营使得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都可能设有业务，不仅涉及国内

各地区税收征管的协调还涉及国际税收规则的适用，极大地增加了其税收征管主体确认的成本和复杂度。 

4.2. 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方式相对滞后 

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手段滞后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特点和需求，

致使当下税收征管能力相对不足。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通常是基于实物交易和财务报表等数据进行核算

的，但在数字经济中，这些数据可能分散在各个平台上，难以获取和核实，容易造成税源监管不周，税

收征管成本增加。此外，数字经济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复杂，致使税额难以准确确定，加剧了税收规

避现象严重。首先，征管数据获取和核实困难。数据经济的虚拟性决定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经营活动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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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的，这就使得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无法准确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传统以实

物交易记录和财务报表等方式进行核算的方式在数字经济中可能出现“水土不服”，数字经济下这些数

据可能分散在各个平台上，征管机关依赖于现有的技术难以获取和核实。其次，对税源监管不周，税收

征管成本增加。一是数字经济的复杂性、虚拟性和远程交易，容易存在纳税主体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相关

税收信息不全面、不准确等问题，使得税源管理难度增加。二是由于我国税收征管依赖于“以票管税”

模式，容易产生纳税遵从风险[6]，作为“经济理性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部分纳税人可能选择提供

虚假资料来隐匿应税收入，规避税收征管，此种行为就加剧了实务中准确界定纳税人获取的收入来源与

性质的难度，为纳税人偷逃税款提供了便利。再次，现有征管体系下税收规避现象严重。数字经济企业

通常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这使得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显得有些滞后。例如在共享经济领域，企

业通常采用“平台 + 经营者”的模式，这就使得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无法准确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

对于经营者虚假瞒报材料而少缴、不缴的现象无法查实，甚至还可能采用一些数字货币等新型的税收规

避手段规避缴税。最后，税收征管机关对信息技术运用相对不足。尽管税务部门已经建立了一些信息化

的征管系统，但对于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还不够充分，无法完全适应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变革。当前，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尚未广泛推广，这导致信息共享受限，难以实现智能

监控和分析税源、税收收入的结构和变动情况，更无法实现精准管理。 

4.3. 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信息交流不畅 

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信息交流不畅的主要原因是数字经济企业的信息分散、数据复杂、跨境性质强

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数字经济企业的信息交流变得困难，从而影响了税收征管的效率和准确性。一方

面，现有税收信息分散，碎片化严重。诚然，现有的税收征管体系之下，已存有较多数量的税收信息，

但较为分散且碎片化现象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层次化、差异化的信息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信息可利

用价值不断下降。目前我国税收治理中主要依赖于手工录入的“电子化”办公，然而在各个部门和各个

环节中的录入规则并不统一，不同的输入端和导出端也可能出现异化，导致录入口径和更新速度不一致，

基础信息因此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活动的客观发展，这种情况也导致税收治理

的数据呈现出分散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各主体间数据系统的互联互通程度不高，存在“信息孤岛”。

除税务征管部门能够获取的信息外，其他的职能部门也会存有部分涉税信息，但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可

能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所以通常不会在相关涉税数据方面互相交流并及时更新，可能存在着数据重复、

数据口径不一、数据整合困难等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容易出现“系统条块化”和“信息孤岛”等问

题，降低了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利用性，不利于提高税收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效率。另外，网络平台

也能够定期披露部分信息。但针对这些数据信息缺乏统一的可进行采集和数据分析的系统，且此类信息

发布主体的格式和标准不一，相关部门也无余力对此类信息进行梳理整合，以此可见，想要充分利用此

类相关数据信息将产生大量成本的耗费，最终降低其价值性。不仅如此，网络交易信息通常需要由企业

或网络平台进行披露，部分宏观经济指标数据还需要政府支持才得以收集，收集信息途径过于单一，不

利于促进更多信息的收集。 

4.4. 数字经济下税收征管国际的冲突 

在传统经济中，企业的经营活动大都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的，税收征管也相对容易。但是在数字经

济之下，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地跨越国界开展业务，这就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征管制度和政策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了数字经济企业在不同国家的纳税义务和税收征

管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例如，在某些国家，数字经济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在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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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缴纳更高的税费。第一，税收征管权的归属问题。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主要是以属地原则为征税

依据，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经营，而无需实际存在于某个国家或者地

区，这种经营活动可能跨越国界、覆盖全球，从而弱化了以各国的地理界线为基准的地域税收管辖权，

使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效率提高，收入来源地和征税地不匹配，这就导致难以确定企业所在地，更无法

明确税收征管权的归属。第二，税基重复计算问题。由于数字经济企业的跨境性质，其纳税问题涉及多

个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因此容易出现税基重复计算的问题。由于数字经济依托数字载体，呈现出网络

化、虚拟化和远程交易的特征，导致交易主体与交易场所的隐匿性和流动性，即数字经济价值在地域归

属上呈现模糊性，可能会被多个国家同时计入其税基，加剧了税基核算的不确定性，既可能诱发税款流

失情况，又增大了重复征税的风险，进而扰乱国际税收征管秩序，增加数字经济发展的隐患。实务中就

有数字经济企业通过在低税率的国家注册子公司，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从而减少税收负担的实例，

这就需要国际税收规则对数字经济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进行重新规范和协调，以避免税收漏洞和重复征税

等问题的出现。第三，税收征管信息共享问题。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不断增加，且交易量

大。国际上还未做到税务信息完全公开透明和信息共享，尤其对于跨境征收，数字经济下的企业往往采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使得跨境交易缺少实物运输与通关环节，税务机关很难进行实

时的核算和稽查，例如数字经济企业可以通过虚拟货币进行交易，而这种交易方式是难以被税务部门监

管和征收税款的，因此需要各国家和地区之间加强税收征管信息的共享和协调，以确保数字经济企业能

够公平地承担纳税义务。 

5. 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税收征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税收征管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数字经济背景下，切实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建立新的税收框架和机制，加强税

收监管和执法，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并通过优化税收政策，降低数字经济企业的税负，激发数字经济的

创新和发展活力，同时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推动国际税收规则的协调和统一，适应国际税收趋势，以此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以最佳状态保护各方利益。 

5.1. 体制机制完善：以法律制度明晰税收征管主体 

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建设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建设完善的税收征管

法规制度，可以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的合法性、公正性和效率性。一方面要相关部门应当根据数字经济的

发展，健全数字化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明晰数字化税收征管的主体，且不断完善税务登记规定，

进一步对纳税主体确认，保障数字化税收征管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税收征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税收征管

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纳税人对数字化税收征管的认知和理解。 

5.1.1. 健全税收征管主体法律制度 
税收法定原则表明开征税款、设立税种、明确税率、课税对象、征税方式、纳税期限都应当由法律

进行明文规定。但是，我国当前的税收法律适用于实体经济模式，对数字经济并不适应。纳税主体作为

税收债务成立的必须要件，也是参加税收法律关系并履行纳税义务的基础条件。当前，我国的《税收征

收管理法》或者说税收规范性文件对数字经济进行税收征管的规定寥寥无几，作为税务机关开展税收征

管工作主要法律依据的《税收征管法》对平台交易情况下的纳税主体并未规定。况且，国家税务总局依

旧通过印发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互联网经济进行管理，级别较低，效力受限，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体

系化的、与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相关的立法和解释。要想真正实现对数字经济税收的有效征管，应当坚持

税收法定原则，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在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其他税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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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所征收的税收税目、税率、课税对象、征税方式、税收管辖权等内容。抑或是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

立法解释的方式明晰税收征管主体及其他问题为数字经济税收征管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真正做到依法

征管。 

5.1.2. 进一步完善税务登记规定 
我国《电子商务法》将线上平台交易的主体限定为电子商务经营者 1，并在法律层面规定了数字经济

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或者行政许可后才能开展营业活动，为数字经济下线上虚拟交易的纳

税主体界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在已有制度之下，通过对市场主体登记进行纳税主体进行确认，以更好

地实施税收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此种策略在我国的制度构建中已有迹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将从事线上交易的纳税人列入了公开税务登记的主体范围 2，数字经

济企业作为通过互联网从事商品交易经营活动的纳税人有义务在税务机关申请税务登记。但对于未进行

税务登记或者公开登载信息、电子链接标识的情况，《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设立相关责任追究或税务

处罚。并且现实生活中数字经济交易直接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完成，即使不进行税务登记，或不公开税

务登记的信息，均不影响交易的完成，甚至更有可能避税。以此来看，尽快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中设立“纳税人税务登记及信息公开的义务”并明晰其罚则，以此种方式对纳税主体进行确

认，填补线上交易的漏洞，完善税收征管的流程。 

5.2. 创新科技赋能：大力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的到来给税务征管工作带来挑战，涉税信息在大数据技术下得以广泛使用，体现出意想不

到的价值性，这就使得税收征管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且税收征管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管转

型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条规定了“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

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尽管法律内容过于概括，但却为数字经济下的税

收征管指明了方向。 

5.2.1. 建立数字化税务征管系统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特点和需求，因此需要加

强技术手段的应用，建立更加智能化的税收征管系统，以确保数字经济企业的纳税义务得到有效履行。

数字化税务征管系统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的基础，数字化税务征管系统具备信息采集、

信息处理、信息分析和信息发布等功能，应当包括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如纳税人信息管理、税收申报

与核定、税收征收与缴纳、税务稽查与处罚等，基本可以实现纳税人信息化管理、税收征管业务流程自

动化、税收征管数据共享等目标，提高税收征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确保税收征管信息的及时、准确、

完整。 

5.2.2. 深入推广电子化税务办理 
电子化税务办理建设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推广电子化税务办理，

简化纳税申报的流程，实现纳税人自助办税、在线申报缴纳税款等目标，依托电子税务办理平台建立“税

务部门–平台–个人”三位一体的数字征税系统，纳税人注册登记，数字平台向税收征管提供信息，税

 

 

1参见《电子商务法》第九条“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 
第十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从事网络交易的纳税人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

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税务登记的登载信息或者电子链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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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人员进行核对稽查，确保交易额以及纳税人的一致和准确，进一步提高税务业务和办理及管理效

率。同时还可以依托这种电子平台宣传各种税收政策和法规的信息，为纳税人提供便利，逐步从“以票

治税”迈向“以数治税”的新阶段。 

5.2.3. 加强税收征管大数据应用 
税收大数据应用则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OECD (2022b)的研究表明，全

球约 75%的税务部门已制定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战略(大多数执行期在 3~5 年)，超过 70%的税务部门将

前沿技术应用到数据处理方面以发现隐藏资产的常规风险或识别新风险。税收征管部门可以应用税收大

数据建立纳税人信息库，收集纳税人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经营信息等数据，对纳税人的数据进行分

析和挖掘，进一步完善的数据管理和分析机制，实现税收征管风险预警、纳税人信用评价等目标。同时，

税收征管部门也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的税收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提高税收征管的精度和效率。 

5.3. 多方联动发力：强化税收征管各方协作机制 

税收征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税

收征管需要进行转型升级，多方联动发力，强化外部配套措施，更利于数据确权、减少平台垄断，对发

生在不同地区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管，并就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交易行为进行判定，对业务发生地、纳税人

注册地等进行实时更新，减少由于跨地区纳税行为造成的逃税避税行为，以更好地实现税收征管工作的

专业化、精细化和高效化。 

5.3.1. 加强数据共享和协同作战 
传统的税收征管组织体系主要是由税务机关、海关、商务部门等组成的，这些机构在税收征管中既

要各司其职，也要协同作战，既要加强内部协同，也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合作。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税

务部门进行信息化转型，以便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税收征管需要更多的信

息支持，而信息的获取和处理需要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协同和共享，通过信息共享实现风险评估和风险防

范，以防止税收风险和漏税情况的发生。为了更好地完成税务信息化，税务部门应利用大数据技术，充

分结合相关数据信息，将相关部门联合起来，在保障信息安全基础上完善对数据获取及分析的方式，建

立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机制，甚至可以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将各部门的数据进行整合破除信息壁

垒，解决信息孤岛，实现税收征管信息的共享和交换，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减轻征管成本，提高征管质

量，促进税收征管的现代化，同时也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精准度和公正性。 

5.3.2. 完善纳税人信用评价机制 
数字经济下推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不仅需要在职能部门上发力，同样需要加强社会协同，完善纳税

人信用评价机制，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纳税的浓厚氛围。我国的社会制度之下税收失信成本偏低，未来应

持续推进以“信用 + 风险”监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以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纳税人信用评

价机制，驱动税收信用与税收风险相融合，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监控预警，以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和

信用修复三项为抓手共同发力，推进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在推行办税实名制的基础上，实行动态信

用等级分类和智能化风险监管[3]，以促进数字经济企业的诚信经营，提高数字经济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声

誉，帮助提高纳税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降低税收征管压力，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维护税收秩序。 

5.3.3. 转变管理角色为服务角色 
在现代治理语境，税法作为公共产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摒弃传统管理法之定位，而导向以纳

税为中心的治理法、服务法的基本定位[7]。依此而言，税收征管部门也应当将其“行政管理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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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转换为“税收服务者”，这以“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立意是相一致的。一是提高税费政策解读的及

时性和针对性，各类涉税部门应加强对税费政策和征管措施的解读工作，确保纳税人和缴费人能够及时

了解政策内容并掌握操作方法。精简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办理流程和手续，使纳税人和缴费人能够更便捷

地享受到相关优惠，确保操作便利、享受快速、监管有效，使新出台的重大税费优惠政策能够快速落地

并常态化执行。二是全面优化税费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纳税人和缴费人诉求处理的全流程机制，保障

纳税人和缴费人的诉求在接收、办理、督办、反馈等各环节得到有效处理，在服务效率、服务水平上实

现重大提升，以此提升纳税人的满意率和幸福感。三是推行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在做好共性税费服务

之外，利用数字技术逐步实现智能分析和识别纳税人和缴费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精准推

送税费优惠政策等相关信息。 

5.4. 立足国际视野：加强跨境税收监管国际合作 

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界，很多跨国企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跨境贸易和投资

越来越频繁，跨境税收征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应对跨境税收监管的挑战，加强跨

境税收监管国际合作显得尤为必要。OECD 在 2015 年发布了《基于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报告，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加强信息共享、建立全球税收征管框架等。诚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各国(地区)
税务机关需要跨国合作，加强信息共享和协调，推动国际税收规则的协调和完善，才能有效地解决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等问题，共同打击税收避税行为，保障税收。 

5.4.1. 加强跨境税收信息互联共享 
跨境税收信息共享是跨境税收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在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的同时，应积极参与

全球税收治理，加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不断完善与各国的情报交流机制。各国税收征管部门也应

当加强跨境税收信息共享，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税收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共享，避免重复评价

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各国税务部门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当然还应当加强对跨境税收信息的保护，

保障纳税人的隐私和数据安全。 

5.4.2. 加强跨境税收征管国际合作 
对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单靠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国际组织及二者之间

需要加强合作，共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根据世界通行的“税收中性原则”，积极

同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的税务机关保持合作。在本着维护我国税收主权的态度上，通过制定双边、多

边国际税收协定，加强各方跨境税收征管合作，建立完善的执法合作机制，共同打击跨境税收违法行为，

加强对跨境税收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严厉打击国际逃避税，保障税收征管的公平和正义。此外，还需

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帮助周边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为高质量“引进来”和高

水平“走出去”提供支撑。 

5.4.3. 推动跨境税收监管国际标准化 
当前，全球互联网经济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跨国互联网交易行为已经成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形式

之一，互联网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的新引擎。各国税收征管部门应当积极参与跨境税收监管国际标

准化的制定和推广，推动跨境税收监管的国际标准化和规范化，这可以避免因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技

术标准而导致的监管障碍，提高跨境税收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以税收管辖权为例，国际通行的是属人

性质和属地性质的税收管辖权，但数字经济下却让此两种原则都出现了适用困境，若以国际标准明晰平

台所在地、业务发生地亦或是其他方式确定管辖权将极大地解决税收管辖权的问题。同时，还应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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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实现跨境税收监管的有机衔接和协同发展。 

6. 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并快速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在给各国(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为税收征管带来了新的机遇，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税收征管部门应当立足于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征管思想迭代、促进征管

技术进步、驱动征管业务变革等机遇，进一步厘清数字经济时代所面临的税收征管主体不明、税收征管

方式相对滞后、信息交流不畅以及国际税收征管冲突等挑战，结合理论与实务经验，探寻优化路径，推

动税收征管转型发展。法律制度层面上，需要健全税收征管主体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税务登记规定以

明晰税收主体；税收征管方式上，以创新科技赋能大力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发展，建立数字化税务征管

系统，深入推广电子化税务办理，加强税收征管大数据应用；信息交流层面上，需要多方联动发力，加

强数据共享和协同作战，并不断完善纳税人信用评价机制，同时税收征管机关要转变管理角色为服务角

色；在国际合作上，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境税收信息互联共享与跨境税收征管国际合作，不断推动跨境税

收监管国际标准化等多个方面来实现税收征管转型发展，保障税收工作的专业化、精细化和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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