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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税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与财务管理、经济业务密切关联，同时又形成自身管理特点；系统

化企业税务管理，有利于防范税务风险，也有利于企业效益提高和经营管理水平提升。

Abstract: Tax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business, and forms its own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systematic enterprise tax management is conducive to 
preventing tax risk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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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推行营改增改革之后，企业税务风险有所加大，

税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税务管理依

托于财务管理，同时又形成自身特点。为切实做好企业税务

管理，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论文针对企业税务管理系统

化提出粗浅看法。

2 企业税务管理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基本上都是经济活动。为提高经

济活动的效益，企业通过财务核算与监督对经济活动进行监

控，促进经济活动高效化。

税收是国家管控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企业经济活动也

应接受国家税法税规的约束，提升企业对国家的税收贡献。

为便于做好财务核算和税务核算，相关法规和标准将税

务核算融合于财务核算过程，提高了企业对税法税规的遵从

性，同时强化了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有效管控。

基于财务核算与税务核算的特点，企业在财务管理活动中，

应当充分考虑国家税法及税规对企业的强制约束，同时强化企

业税务管理观念，多方位、多角度做好企业税务管理工作。

因此，企业税务管理应当以财务管理为基础，同时税务

业务必须遵循相关税务法规，形成自身单独的核算模式和管

理模式，体现出独特的税务管理特点。

3 企业经济业务中的税务管理
企业经济活动具体化为单项经济业务，每项经济业务与

税收密切相关。日常开展经济业务时，如何做好税法遵从和

税务风险防范，企业有必要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必须树立税收观念，充分考虑经济业务与税收的

关联关系 [1]。日常经济活动，企业第一出发点往往是经济效

益，忽略税收与经济业务关系，造成经济业务的潜在税务风

险，甚至造成税务处罚，增加了企业税务负担及税务诚信影

响。开展经济业务时，企业的业务经办人员，除了考虑价格

因素、质量因素、进度因素，也应同时考虑税收因素，在提

高业务效益的同时，消除税务违规，确保经济业务的安全。

比如，经济业务实施中，不仅要商定合理的价格，同时还要

及时索取税票，确保税款的有效缴纳，谨防有意无意给对方

提供少交税款的机会，增加自身税务负担和税务风险。第二，

应提升业务经办人员的税务知识水平。企业的业务经办人员

应当熟悉税务知识，熟练掌握税务政策，在业务经办中将税

务政策落实到位。企业的经济业务，由于业务频次较高，涉

及的税收种类较多，各税种又有不同的标准及要求，企业在

办理经济业务时，业务经办人员就应及时掌握税收法规和标

准，同时将业务与相关的税收有效结合，并在经济业务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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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应用税收政策，避免多缴或少缴税，最重要的是防范税务

风险发生。经济业务经常涉及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增值税

政策对增值税发票的要求，业务人员常常不太关注，是开具

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业务人员经常混淆，特别是必须开

具专用发票的业务，往往开成普通发票，造成企业多交增值

税的影响。因此，企业应切实重视税收管理，提高业务经办

人员的税务知识水平，积极防范税务风险发生。

4 企业税务专项管理
企业税务管理除与财务管理、业务管理密不可分外，税

务管理的各项工作又形成自身体系，主要涵盖了以下几点：

4.1 税务资格管理
企业是法人机构，同时也是独立的纳税人。作为纳税主体，

为履行纳税义务，企业有必要及时在税务主管部门做好纳税资

格办理工作，避免资格不明产生不必要的税务资格风险。从增

值税管理的角度出发，税收法规又将法人机构区分为小规模纳

税人、一般纳税人。企业日常税务管理中，要及时做好税务资

格的认定，便于经济业务办理时，以合适的资格落实相应的税

务政策。另外，企业还应重视自身的税收代扣资格，切实履行

好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避免履职不到位的风险。

4.2 发票管理
发票是企业经济业务的基本证明材料，企业应当建立起

发票管理制度，从发票领取、发票开具、发票索要、发票认

证及申报，到发票风险防范，都应明确管理内容，明确责任，

强化核算，提升发票对企业经济业务的约束作用。

4.3 税务检查管理
按照税法税规要求，税务管理部门、税务稽查部门，对

企业法人都要进行定期、不定期，专项或普遍性检查和抽

查。税务检查和稽查是对企业经济业务落实税法税规的合规

性检查，企业违规必须接受相应标准的处罚。日常业务中由

于对税收证明材料的不重视，或者对税收法规理解的偏差，

在税务检查或税务稽查时，企业往往被查出这样那样的税务

问题，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负面影响。因此，重视税

务检查与稽查，既要在日常业务中关注税收政策，也要在检

查中完整收集和提供税务证明资料，充分交流与沟通，确保

税务检查与稽查将税务政策落到实处 [2]。

4.4 纳税申报管理
按期及时做好纳税申报，是企业法人单位应尽的基本义

务。由于税种较多，纳税申报条件差异较大，企业往往忽视

了纳税申报细节，导致申报不准确、不及时，给企业造成税

务成本增加，甚至产生税务处罚的后果。因此，加强纳税申

报管理，是降低纳税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

4.5 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管理
为促进企业发展，国家从能源管理、环保管理、投资管理、

科技管理以及一些专项管理方面出台了大量优惠税收政策。

为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企业有必要经常对税收优惠政策进

行辨识 [3]，并创造条件，推动企业朝着税收优惠政策的鼓励

方向发展，这不仅符合国家宏观政策指导方向，也有利于企

业获得税收优惠支持，加速企业发展步伐。因此，企业应当

做好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工作。

4.6 税务档案及信息化管理
在企业税务管理工作中，企业必须重视税务档案管理工

作。企业应当将税务档案独立建档，独立保存。税务档案的

保管涉及资格档案、票据档案、检查稽查档案、税收政策档

案、纳税申报档案等 [4]，只有妥善保管税务档案，在企业进

行税务分析或税务机关检查时，才能取得必要的税务证明资

料，才能提高税务管理的有效成果。随着中国税务管理信息

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也应当重视税务信息化工作，特别

是电子票据、网络申报等 [5]。企业不仅要配备相应的软件、

硬件，也要配备相应的税务信息人才，全方位提升企业税务

信息化管理水平，这不仅是适应新环境下税务管理的要求，

也有利于企业节约税务管理成本。

4.7 税务风险防范
企业的税务管理，应提高风险防范：一是防范自身税务

法规掌握不到位，造成漏交迟交税款的风险；二是防范业务

处理过程税法税规使用不合理造成的风险 [6]；三是防范市场

交易不规范造成的潜在税务风险，如供应商开具与资格不相

一致的税率票据；四是防范票据不规范及电子票据辨识不到

位风险。随着企业业务种类的增加，业务开展过程中应强化

税务风险防范，确保企业经营安全。

5 结论
综上所述，企业税务管理过程中应正确理解税务核算与

财务核算的关系，强化经济业务中的税务意识，梳理税务管

理专项工作，用系统化的观念提升企业税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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