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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逐步重视新型智能税务信息化系统规划建设工作的开展。为确保该构想的合理化，

需要明确税务总局信息化工作需求，了解信息系统升级的新方向，做好建设规划工作。论文主要针对新型智能税务信息系统

规划建设的构想简要分析。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graduall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ntelligent tax inform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is idea,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nformatization work needs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understand the new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upgrading, and do a good job in construction plann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dea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intelligent tax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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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纳税人经济业务的变更，经营组织化水平提升，纳

税税收征管愈加复杂，税务机关的难度日益变大，只有做好

税务征管的精细化，做好人性化服务才可增强办事的效率，

确保税务信息化管理系统可支撑业务的整体实现过程，规避

税务信息系统中的局限性。只有以现实为基础构想税务信息

系统规划建设才可采取高效的技术实现系统的转型，实现对

数据资源的加工，增强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1]。

2 新型税务信息系统的构想
税务信息管理系统的智能化在于综合依托信息化技术以

及手段开展税收现申报征收、文书处理、风险管理等各项工

作，目前的信息化系统的构想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如下

所述。

2.1 网上办税服务
网上办税服务大厅的出现可充分确保纳税人能够通过互

联网有效完成纳税申报以及数据信息采集，例如一些比较简

单的网上申报、网上开票以及网上提交文书等工作，纳税人

不需要前往线下办税大厅办事，需要在互联网上进行操作即

可。若是由于某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进行数据采集，系统可

将相关的数据信息直接告知给纳税人，从而有效降低纳税人

的办税成本以及办税时间耗费量。

2.2 以阈值为判断的事件提示
新型的智能纳税系统可根据纳税人所上报的数据信息，

对纳税人的信息做好实时更新，通过所设定的不同参数阈值

以及纳税人的基本状况做好现实情况比对，综合判断纳税人

是否符合税收申请的基本条件，从而定期对纳税人进行提

醒 [1]。如果满足纳税条件的纳税人经过系统检验合格之后，

可将其设置为一般纳税人，在进行发票增量操作即可。一般

纳税人在明确其是否能够享受特殊的优惠政策时，要自己满

足条件，在保证依法纳税的基础上明确纳税人的自身权利，

应用该种触发式的涉税事件提示服务，促进纳税人的个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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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综合改善征税关系，规避各种意外因素。

2.3 条件合格下的高效审批
新型智能税务信息管理系统需要确保审批涉税事务的高

效率。一旦纳税人提出针对性的涉税事项申请之后，系统要

根据所设定的程序检测该项申请的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对注

册资本、办公场所、经营情况等信息做好核实，在所有信息

完备的基础上应用系统从其他渠道获取审批的其他信息，例

如行业发展情况、法人的违法记录、纳税人的不良信用记录，

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综合比对，对审批事项做好实时审批处

理，快速生成备案信息。多种审批流程需要有系统化的智能

工具进行协调，确保一线工作人员能够从机械性且主观性的

工作中出来，避免由于个人失误所导致的风险，减少主观干

涉审批的结果，减少某一些腐败现象的出现。

2.4 指标设定的风险筛选
新型智能税务系统可按照规定的期限和指标参数对某一

些存在异常的那是数据做好综合筛选，例如了解零申报、数

据比对不符等情况，将已经发现的信息及时上报给上级主管

部门，限定某些期限整改完毕。数据采集中，系统可在某一

特定的时间进行条件信息筛选，从而保证能够及时发现和解

决某些问题，规避执法风险隐患，通过主动设置筛选条件的

方式减少税收评估以及稽查工作的不利影响。在风险筛选

时，必定要按照某些要求开展设计工作，有效规避某一些能

够提前感知到的风险，不至于后期手忙脚乱地完成相关工

作，有着针对性的措施处理 [2]。

2.5 数据模型为依据的风险识别
新型智能税务系统可充分应用数据分析模型做好风险识

别，及时发现税务办事中潜在的安全隐患。例如，可充分计

算投入比综合比对信息采集中所存在的盲区，对该区域的结

果做好估算，减少各项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根据估算的

结果做好风险评估。一旦发现风险，管理系统可将某一些问

题快速反馈给纳税人，对所有的风险信息做好排序，按照当

前的风险严重程度做好区分，由对应的管理部门做好风险核

查以及稽查部门评估工作。

3 新型税务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步骤
3.1 统一化税务政策且增添数字化功能

新型的智能化税务信息系统的构想、规划建设必须保证

合法，系统内部的任何一项审批工作要符合当前的法律法规。

智能化办税工作本质上是依据中国首颁布的税法将需要在线

下由办税人员主观判断的涉税事项转变为由系统运算和判断

得出的结果，从而实现无人化办税。对于税务事项而言，无

论是税务登记、发票管理或者减免税备案等各项工作，都需

要按照规定执行，在数字化标准的基础上实行规范化处理。

与此同时，应当成立专业性的税收政策部门，定期开展工作，

及时对社会法律法规做好有效解读，综合对涉税法律法规做

好统一解读和分析，将税收政策细化，实现多种系统参数的

综合解读 [2]，是的系统参数与税收政策始终保持统一。与此

同时，要确定具备完整且统一的数字化税收政策标准，完善

各类业务的审批流程，确保系统的某些行为属于合法状态。

3.2 模块化的业务流程
目前的现有业务流程需要实行模块化管理，从而保证系

统处于稳定的状态，不断优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强各项工

作的开展质量，降低各项工作的工作量，这也是智能税务信

息系统的开展前提条件。只有对业务流程做好模块化管理工

作，才能将税收业务归纳总结，并将其独立的拆分为不同的

单元格，实现对多种单元格数据信息的功能完善，从而有效

简化多个流程，增添多样化的业务需求功能，增添多种模块

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各个模块之间必须要保持合理衔接，

确保不同模块之间互不影响，且单一的模块应用不会在影响

到其他的模块，能够在具备特殊需求的基础上快速的调用相

关数据信息。对于纳税人而言，要采取定期定制的数据采集

模式，实现纳税信息的申报以及经营管理信息处理，从而确

保其在保证具有较强数据需求的基础上设定专业化的渠道

实现专业化管理，做好稽查取证 [3]。

3.3 实现高效的税务风险分析
在智能化信息采集和审批工作中，要对不同的涉税风险

信息做好筛选，明确智能化税务信息管理系统所需要具备的

功能，从而要求系统中相关的税收数据风险模型符合当前市

场需求。数据风险分析模型的构建，需要要求基层税务管理

者具备日常核查、评估、稽查等各项工作方法，实现对信息

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采用系统化理论化的方法构建简单的原

理模型。另外，还需要按照某个特定的分类原则明确对应的

涉税指标，从而确定纳税人的投入产出比系数，综合构建起

数据库，从而实现统一的系统集成结构，使其符合纳税人的

纳税依据，要求其做好初步判断工作，明确各类风险的产生

情况，规范相关的涉税风险开发范围，有效分析出其中所存

在的风险程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逐步重视新型智能税务信息化系

统规划建设工作的开展。为确保该构想的合理化，需要了解

市场对于智能信息系统的要求，增添多样化的模块，确保各

模块之间相互独立且有机联系，构建数据库，按照特定的标

准开展税务处理工作，完善集成结构的更新，为后续的工作

开展奠定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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