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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推进和经济快速的发展，经济治理的重要

性、紧迫性日益凸显。建设智慧税务体系，可全面监测经济发展要素，保障数字

经济发展合法性，助力传统经济转型，降低经济违法事件发生概率，有效预防国

家、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发生经济损失，此外，加快推进智慧税务体系建设也是

推进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基于最优税收理论、纳税遵从理论和信息协同理论，结合数字政府、“以

数治税”、智慧税务及大数据概念，对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建设

现状及成效进行阐述、梳理及系统分析，认清我国智慧税务体系目前所处阶段、

信息系统等情况，选取国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美国、英国、丹麦三个国家及国内

具有建设代表性的北京市、广东省两地和建设较为落后的甘肃省进行对比分析，

总结相关经验，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及不足。 

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面临信息立法缺失、数据安全法律不

完善等法律体系建设方面问题；人才缺少、智慧税务意识缺乏等组织培养落后的

问题；数据安全度不够高、碎片化信息多等技术运用问题；价值观受冲击、智慧

税务体系透明度不足等智能伦理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对

我国下一阶段智慧税务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的建设重

点任务主要是加快立法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夯实智慧税务体

系建设基础、加快相关技术攻关及技术运用流程规范、提高智能系统透明度等方

式构建智能伦理治理框架等。 

 

关键词：智慧税务 智能伦理 信息化 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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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economic governanc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tax system,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s, ensur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el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conomy,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economic violation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economic losses of the 

state, social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 citize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taxation, the theory of tax 

compli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sorts out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mart 

tax system by combining the concepts of digital government, "tax 

governance by numbers", smart taxation and big data, recognizes the 

current sta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China's smart tax system, and 

selects thre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foreign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Denmark, and Beijing，Guangdong  and Gansu 

Province in China, for case analysis.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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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mart tax system are obtained. 

Through analysis,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mart tax 

system is faced with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such 

as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and imperfect data security laws, 

backward problems in organizational training such as lack of talents and 

smart tax awareness,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such as 

insufficient data security and fragmented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eth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act of values and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of the smart tax system.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mart tax 

system in the next stage, and believes that the key task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 the next stage are mainly to improve the legal guarantee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tax system, accelerate the 

relevant technic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cess 

specif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intelligent system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ethical governance framework. 

 

Keywords： Smart taxation; Intelligent ethics; Informatizatio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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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数据、信息化逐渐深入到了人类生活生产之中，产

业信息化呈现纵深发展趋势，信息技术已形成产业规模，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政务

体系也已经成为了一项国家战略。面对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推出，

产业新模式、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传统产业也开始利用数据技术进行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

企业不断进行数字化改革，线上教育、网络直播带货等新兴经济业态亦层出不穷，

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跨地区、跨国界经济业务也不断增加。 

数字经济模式的出现，在为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对税款征收管理造成了

巨大冲击，随着数字经济活力展现，数字经济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数字经

济治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数字经济优势持续展现的需求便由此而

生。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提出了征纳便捷化、信息交流快速化以及税收征管“数智

化”等智慧税务新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管理部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技术在税务领域的深入运用，纳税服务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电子税务局

APP、线上发票申请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一系列新兴税务工具不断涌现，智慧税

务应运而生。 

1.1.2 研究意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互联网等技术推动形成的，这些

技术目前正在改变企业经营方式。同时，由于这些技术的进步，纳税人可以在技

术支持下在各自的工作地点进行在线登记、申报和纳税，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导致

了税收征收管理的“新生婴儿”即税收系统的数字化，也称其为智慧税务，纳税

人可以在该系统上进行在线登记、申报和纳税。智慧税务的核心是通过检测来防

止各类形式的偷税逃税现象，从而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性。根据 Kova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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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的说法，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包括物联网、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为全球税务管理创造一个新的平台。税务系统的数字化改

变了纳税评估、纳税申报、税收征管以及纳税人与税务管理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数字化不仅能够提高税务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支持自愿合规，也使用了更

复杂的分析工具来识别合规风险，提高了税务部门对外部冲击的稳健性和抵御能

力。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智慧税务的内涵 

Kapera（2017）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其特点是网

络物理系统在不同业务运营中的广泛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包

括物联网、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为全球税务管理创造一个新的平

台即智慧税务，对于什么是智慧税务，根据 Kovachev（2020）的说法，优化了

纳税评估、纳税申报、税收征管以及纳税人与税务管理者之间互动模式的税务系

统数字化。Garcia A R（2020）也指出税收不是像许多国家那样成为经济停滞的

原因，而应该是为政府提供资源以推动经济并确保公民有尊严生活的助力器。

Twesige 等（2020）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升智慧税务程度的同时，智慧税务也

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创新，不仅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也加强了税收合规，

简化了纳税申报，税务登记，纳税互动等程序。Wang Tieping（2022）也指出大

数据和云计算的数字化浪潮推动了税收征管的持续变革。Vishnevsky 等（2018）

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为税收征管注入活力，推动税收系统的数字化，纳税人可以

在线登记、申报和纳税，这便是智慧税务（Smart Taxation）。 

（2）智慧税务的功能 

大数据在公共部门智能治理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公共机构的效率及公共服务

交付速度，增强公共服务透明度，减少公共麻烦，帮助公共部门实现数字化、智

能化乃至智慧化，Sarker 等（2018）通过进行文献查阅和调查得出结论，具有及

时、无差错、适当和具有成本效益等特点的大数据是将传统治理转变为智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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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工具，不仅在向公民提供服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一个国家的可

持续经济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并认为每个公共部门机构都应该被纳入智能治理

之下，大数据技术应该全面推广，以便于建立透明和负责的公共机构。Farrasati

（2020）指出信息技术在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长远来

看，智慧税务体系的建设能够带来税务机关行政成本和纳税人合规成本的降低。

D.M.Moshkova（2021）提出有序和完善的技术流程系统使税务机关的工作更容

易，信息的使用更高效。 

治理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在智慧城市中可以产生公共价值，因此，各国政府正

试图利用新的数字技术提供更好的服务，并改善其政策和管理实践，Pereira G V

等（2020）指出，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智慧税务建设的目的是应对城市增长

的新挑战，包括发展和可持续性问题。通过对尼日利亚 219名联邦税务局（FIRS）

工作人员进行结构化问卷调查，Gbadegesin Babatunde（2019）采用描述性统计、

方差分析和回归模型等数据分析方法，得出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尼日利亚的税收管

理得到了改善。 

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网络物理技术的加速发展导致了国家税收制度和国际税

收的根本变化，税收与网络物理技术相结合的主要领域是数字化、机器人化、

M2M 和区块链技术，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机遇和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Vishnevsky（2018）提出可以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一个基于实时原则和智能

合同的智能税收新空间即智慧税务。 

（3）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路径 

Kovachev（2020）认为人工智能（AI）、机器人和自动化的兴起对税收系统

的影响极为巨大，完全属于灰犀牛的定义，即“极有可能、影响巨大的威胁”。

因此，建设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以应对这些技术带来的严重威胁是重要解决方

法。 

针对智慧税务建设的方式,Daniel Twesigea 等（2020）提出应支持税务机关

继续升级其税务技术，以拥有最新的系统来有效提供服务，培训员工和纳税人掌

握新技能，使其能够舒适地使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创新，并继续教育

纳税人税收目的和税收模式，以提高税收遵从性，因为税收教育影响税收遵从性，

将重点放在其他积极措施上，以加强自愿遵守税收规定，提高纳税遵从度，而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研究 

4 

 

是增加税收处罚。Garcia A R（2020）提出，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

据和智能经济等技术建立政府，并以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作为人权的第六个维度，

指导政府最大限度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而不仅仅是创造新的税收形式，给企业带

来难以承受的重量并威胁人类的生存。 

Wang Tieping（2022）指出中国的智慧税务将通过第四阶段的金色税务信息

系统实现。金四工程还将实现银行、税务、工商、社会保障等信息共享。此外，

智慧税收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便利，还增加了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监控，对企业合法

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梅宏（2023）指出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如今我国在大数据

治理技术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相关的技术产品仍由国外主导，因此加强技

术开发、科技创新仍然是我国大数据治理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4）智能伦理问题 

Boddington 等（2017）指出伦理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思想和能动性问题的答

案，包括关于责任和意图的问题，以及关于人类在道德世界中的地位的问题，不

同的规范性道德理论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正如 Bogosian 等（2017）

所指出的，智能伦理的解决方案必须应对广泛的道德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既

存在于哪种一般道德理论是正确的，也存在于对特定道德问题的正确反应。 

Karnouskos，Stamatis（2022）指出智能自主机器人，无论它们是否是拟人

化或具有人形，都是独立的，它们将具有物理存在，做出自主决策，并以不可预

见的方式与社会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互动，与法律、机器人和社会之间的交叉相

互作用有关的方面的多样性也表明了与它们相关的复杂性。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

道德决策系统适应自动计算，但迄今为止，在人工道德主体中实施道德推理的项

目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道德哲学竞争方法之间的广泛分歧，Boddington 等（2017）

提出解决人工智能控制问题的一个主要方法是通过机器本身可能被编程为合乎

道德的行为。而 Sandewall，Erik（2021）认为对这种情况的正确回应是将机器设

计成从根本上不确定道德。 

Karnouskos，Stamatis（2022）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为人类创造一个

新时代，但这个时代将如何表现出来，以及机器人和人类共生的社会影响如何，

目前尚不清楚，并且我们的社会还没有为这种迅速到来的范式转变做好准备，太

多的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评估。因此，现在是时候进行多学科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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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并为最突出的问题便是针对智能伦理问题制定必要的政策、框架和路线

图。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回顾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历程，税务部门持续推动一系列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

基础工作，如：积极拓展税收信用体系，逐步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利用国地税合

并之机对征管系统全面升级税务征管系统，建立覆盖全国税务机关、所有税种、

所有工作环节的全国性税收信息系统即“金税三期”，借疫情之机大力推广线上

税务局等等。 

2015 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慧

税务生态系统建立，至 2020年初步形成智慧税务体系；2021年 3月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指出，我国应建设完善智慧税务体系，并提

出应于 2025年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生态系统。2022年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以“智慧税务助发展·惠企利民稳增长”为主题，首次推出及时响应诉求、便

捷化智慧办理等五大类 20项 80条便民办税缴费措施。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纳税

服务司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2022 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对我国智慧税务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1）智慧税务的内涵 

对于智慧税务是什么，学者们有着自己的见解，重庆市国家税务局课题组

（2017）提出 “智慧税务”体系是一种像生命一样拥有智慧特征的税收生态的

观点，认为通过征纳双方数据信息的充分交流，税务机关准确识别并及时应对纳

税服务需求和税收风险的一种税收征管系统，该系统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税

源变化。鲁钰峰（2017）的观点是智慧税务是可以完成各项管理、服务的智能化

现代税收管理平台。王志平等（2021）则认为，智慧税务体系是以纳税人为中心

的全联通的新型税务生态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税收治理方式，其根本目标是实现

税务执法、服务、监管与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深度融合，优化组织体系和资源配置。

袁娇等（2021）的观点是智慧税务是驱动传统税收征管制度重塑的税务溢出，是

一种推动税务系统发展的科技手段。王志平等（2021）指出智慧税务是一种可以

提升纳税人遵从度，提高社会满意度，甚至是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新型税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研究 

6 

 

收治理方式。向景等（2017）则认为“智慧税务”、“智慧交通”、“智慧银行”等

都是智慧项目的体现，并指出“智慧税务”是由电子税务发展而来的，不仅是人

类智慧应用在税收领域的体现，也是“人脑”与“电脑”高度有机整合的复杂系

统工程。在刘运毛（2021）的观点中，智慧税务是对税收征管全生命周期进行全

方位深度的数字化转型。2021 年 3 月两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

革的意见》，给出了智慧税务的权威定义：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驱动税务执

法、服务、监管制度创新变革，并以此推动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的，具有高集成

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三大特征的综合税务体系。 

（2）智慧税务的功能 

智慧税务的功能有哪些，重庆市国家税务局课题组（2017）指出智慧税务具

有感知全面、识别准确、应对及时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持续创新等功能特征。王婷

婷（2022）认智慧税务建设应该具备技术属性、资源属性和文化属性。卢奕（2021）

指出，智慧税务建设将在提升税收透明度、推动税企互信合作、推动税收执法公

平公正、解决更多争议事项等方面做出贡献。翟继光（2021）指出税收征管的信

息化和智能化是税收大数据的本质，其最大的功效是税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如：

纳税人可足不出户办理几乎所有的税务事项，税务机关也可以更加准确发现违法

失信的纳税人，纳税人违法失信的行为也会逐渐减少，税务机关能够更好的服务

纳税人。张有乾（2022）指出智慧税务的特征即税收征管的数字化、网格化、自

动化、智能化以及生态化。向景等（2017）认为智慧税务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实

践智慧”上，具备智能化、人性化、感知化等特征，相对于电子税务而言，能够

进一步的体现出数据管税的智能化及前瞻性。李聪（2022）认为建设智慧税务不

仅能够推动数字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应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税收问题，更能

够提高税收治理效能，提升税收服务水平，推进纳税服务现代化，加快税收现代

化建设。 

随着 ChatGPT 的问世，于文轩等（2023）指出 ChatGPT 为数字政府建设带

来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其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不仅可以促进政府部门间信息

流通合作，也可以降低政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使得数字政府智慧化具有实现的

可能性。王飞跃等（2023）也认为随着 ChatGPT 等技术的出现及应用，人工智能

驱动的科学研究即 AI for Science（AI4S）可以加速国家科技实力的提高，A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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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之间的相互促进，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大的竞争优势，加速形成国家

间的高科技壁垒，因此大力发展 AI4S 不仅可以发展社会经济、加强技术储备，

而且在加速提高国家竞争力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潭、刘璇（2023）同

样指出 ChatGPT 在智能政务服务场景中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将其运用在政务

系统设计中，能够有效的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办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3）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路径 

对于智慧税务体系的建设，李平（2022）指出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提升税务征

管治理能力刻不容缓。杨磊（2020）建议先夯实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条件，

如：稳步推进税收立法、深挖税收大数据价值等，通过这些途径尽快充分释放税

收大数据优势，建设“数据驱动型”智慧税务体系。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方面

仍存不足，翟继光等（2021）指出在税收征管思想、信息管税法律体系建设、大

数据分析平台建设、数据智能化处理高精尖人才培养方面我国税务机关仍需继续

加强改进。 

郑甫华等（2021）聚焦基层税务机关，提出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以数据处理挖掘为切入点，实现大数据时代下税收征管模式和流程的重塑。刘启

星（2021）提出通过不断优化、完善风险识别指标和风险分析识别模型等风险工

具，逐步建立风险防控内部监管闭环体系。谢波峰（2021）指出，可通过运用人

工智能领域技术方法，建立自动感知、学习、决策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税收

业务系统，并提出可通过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达成建立智慧税务系统的目标。

向景等（2017）指出为提升税收征管水平和效率，可通过建立科学的智慧税务评

价指标体系来促进智慧税务建设进程。 

刘和祥、吕希梅（2022）建议通过建立纳税人数字税务账户,推动“以数治

税”目标的实现。李聪（2022）提出税务部门可以“金税四期”系统为基础，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技术优势打造升级“智慧税务”系统，提

升税收治理能力，推进税收现代化征管体系的建设。张明等（2022）提出依托“金

税四期”建设，在建设智慧税务体系过程中，将绩效考评融入其中，形成“计划

制定—考评运行—改进提升”的智慧税务绩效考评管理流程，为各级税务机关管

理者的决策规划、政策执行等提供参考依据。通过将绩效考评融入智慧税务全流

程，能够推进税务机关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提升绩效考评质量，增强考评结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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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力。政务服务系统运用 ChatGPT 技术可能会带来算法歧视、责任界定等问题，

对此，陈潭、刘璇（2023）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技术类建议，即通过构建人机协

同与技能保障机制，加强数据保护与技术规范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与多方问责机

制等技术改进类方法途径改善 ChatGPT 在政务服务运用过程中的不足。 

（4）智能伦理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机器伦理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尽快构建机器伦理的边界已经成为各界共识，阮凯（2018）指出人工智要成为名

副其实的智能，如何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是一个必须

要解决的问题。对此，陈齐平等（2019）提出可以通过机器学习这一技术将人类

道德规范应用到机器伦理决策设计中，以此解决机器伦理道德问题。在权利观视

角下，郭佳楠（2023）主张通过在实践中充分贯彻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如：通过

贯彻落实透明性原则，确保人类对信息的有效掌控，及时矫正或制止人工智能潜

在威胁等方法来实现人工智能伦理的建立。张成福、王祥州（2023）指出过度依

赖人工智能将会削弱人类的自主性，人类有被排除在重要决策之外的风险，很大

程度上人工智能的运用会使得人类由中心变成达成目标的条件，此外，数据资料

的安全问题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开放的非机密公共数据很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作

恶的工具，模型窃取风险更是公共机构运用人工智能系统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为应对人工智能自主发明带来的智能伦理挑战,刘鑫（2023）提出从人工智能的

本质入手，厘清人工智能伦理定位，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算法监测等方式,建构

智能伦理治理体系与框架。 

1.2.3 文献述评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智慧税务、数字中国的建设，先后出台了诸多改革措

施，学者们也陆续发表自己对于这一焦点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诸多不同的意见。 

首先，针对智慧税务内涵为何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大多认为智慧税务是运用

云计算、人工智能对税务系统进行更新改建，使其能够实现纳税人在线纳税申报

等业务，而国内学者则认为智慧税务应以纳税人为中心，实现区块链、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与税收执法、服务、监管深度融合，是对税收征管进行的深度数字

化改革。虽对概念界定有所区别，但学者们都认为智慧税务是对税务系统的数字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研究 

9 

 

化。 

其次，对于智慧税务的功能，国外学者通过案例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得出

结论：智慧税务是应对城市增长挑战和数字技术带来问题的工具，而国内学者则

认为智慧税务更多的功效是提高税收治理效能、提升税收服务水平、加快税收现

代化建设。国外研究更注重于增强公共服务透明度，减少公共麻烦，推动公共部

门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国内研究则更注重于纳税服务质量的提升，二者注

重点不同。 

最后，国外学者们提出使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创新对税务系统进

行数字化更新建设，实现税收征纳自动化，更注重对原系统的数字化改建，实现

征税流程自动化，而国内实践则更注重纳税服务质量的提升，认为应借助金税四

期的建设推动智慧税务更快更好的服务纳税人。 

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对比可以发现，学者们一致认为应针对税收系统进行

智慧化改建，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学者更注重公共服务透明度和征纳流程的自动

化、降低征纳成本、提高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国内研究则倾向于智慧税务提

升纳税服务质量，但双方都认为应当加强对智慧税务系统安全保护程度。本文还

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智能伦理方面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观点一致，

认为应当先厘清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的伦理定位，明确其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再

进行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运用。 

本文主要研究如何加快推进我国智慧税务体系的建设，认为应当先界定清楚

智慧税务的概念功能，对比国内外建设情况，探索我国现存问题，总结智慧税务

建设程度较高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症下药，本文希望通过对典型

地区智慧税务建设情况的分析，能够提出促进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 主要研究内容 

全文共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该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目的、研究意义，并对国

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研究 

10 

 

第二章：智慧税务建设的理论基础。该部分界定了智慧税务建设的相关概念，

并对智慧税务建设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 

第三章：分析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现状及成效。收集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并分析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现状，认清目前我国智慧税务建设所处阶段，总结智慧税务建

设过程中的主要做法及成效，并对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现状进行系统分析。 

第四章：揭示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的现存问题。通过第三章的现状分析，可

发现目前我国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着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基础建设不

足、核心技术研发较弱、智能伦理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第五章：经验借鉴及情况分析。首先从国外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美国、英

国和丹麦三个国家对其智慧税务建设进行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梳理分析，得出可

借鉴的经验；其次，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广东及甘肃三地进行情况分析，

总结其智慧税务建设成功经验及目前遇到的困难；最后，通过对国内外智慧税务

建设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我国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的成效及不足。 

第六章：加快推进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的对策建议。该部分主要从完善法律保

障体系、夯实智慧税务建设基础、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构建智能伦理治理框架等

环节入手，进行分析阐述。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首先通过中国知网（CNKI）、Elsevier Science Direct 期刊

数据库、谷歌学术以及 EBSCO 商管财经类数据库等途径查阅大量国内外关于智

慧税务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并进行归纳整理，该方法主要用

于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部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2）比较分析法。对比分析并借鉴如美国、英国、丹麦等国的智慧税务政

策以及其解决智慧税务面临的问题的手段，掌握关于智慧税务的先进研究动态和

发展水平，借鉴其中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从中得到有益启

示，为解决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该方法主要用于第五章。 

（3）案例分析法。通过查阅资料等方法调查获取各国各地区智慧税务建设

的相关数据，选取典型案例并进行分析，分析比较我国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针对现存不足方面，并借鉴国际、国内部分地区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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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经验，提出相应解决对策。该方法主要用于文章第三、四、五、六章内容。 

1.4 创新点及研究思路 

1.4.1 创新点 

第一，研究对象创新，目前我国税务方面的学术研究，对于如何更好的推进

税收征管服务与数字科技及信息化相结合，如何加快推进我国智慧税务建设方面

的研究较少，本文以税收征管工作与现代化信息科技融合的智慧税务体系为研究

对象，研究如何更好加快推进智慧税务体系建设，不仅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脉络，

也能够为信息科技在税收领域的运用提供参考。 

第二，研究视角创新，目前关于智慧税务建设完善的相关研究，我国国内学

者们大多从法律、意识、人才、技术运用等方面寻求出路，探求智慧税务体系建

设路径，但对于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智能伦理问题的研究较少，因此，本

文在智慧税务法律、人才、技术方面之外，还探索了国内外对于智能伦理的相关

研究，并针对我国发展现状，结合国内外智能伦理领域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合理

对策建议。 

1.4.2 研究思路 

研究思路：目前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现状及成效如何，要达到何种目

标，本文通过探索我国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的现存问题，借鉴国内外经验，结合

实际，就如何加快推进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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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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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基本概念 

2.1.1 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部门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数字政

务平台用于日常办公、公共管理并进行行政管理的政府服务形式。 

1998 年，美国戈尔总统演讲时提出了数字政府理念。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提出了打造数字政府，通过加强运用网络力量，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促进政府管理数字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2020 年，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强政府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

突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性。 

建设数字政府是政府部门适应科技革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能够推动数字中国建设，这不仅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性，而且有

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实现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建设服

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1.2 大数据 

大数据(big data)即无法及时的、合理的通过常规数据库软件工具撷取、储

存、管理、分析和处理的数据的集合，需要采取全新的处理工具、处理模式才能

拥有的海量信息资产。大数据的本质是待开发的具有极大潜能的巨量信息资产。 

大数据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提供了便利，为改善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

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在大数据时代，依托云计算、云储存、虚拟化等信

息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利用、分析总结，从中发现大数据的内在规律和利

用价值，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和决策。具有海量性、复杂性、开放性和易获得性

以及便捷性，是信息时代税收征收管理的基础。 

税收征管工作包括税收管理服务、征收监督、税务稽查等，是基于税务机关

纳税人经管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将大数据应用于税收征管有以下几点好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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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提供了条件；2.减少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和纳税

人遵从度；3.有助于提高税收风险管理水平。 

2.1.3 以数治税 

以数治税是指借助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为基础，用数据来管税，即利用税务

机关所掌握的企业各方面数据，如：企业财务数据、企业涉税数据以及来至于银

行系统或房产登记系统等第三方的企业数据，并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将这些数

据融会贯通，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及有效使用，以此对企业的基本情形进行

综合分析，进而识别出企业的纳税风险点，并基于此对企业进行税务监管以及更

好地为企业提供税务服务。 

以数治税有助于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我国税收改革的重大突破。实现以数

治税的核心在于数据，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了一种资源，掌握这一资源不仅能

够建设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税务数据中心，而且能够打破部门间、行业间、地区间

的数字壁垒，同时，以数治税的关键在于管理，而只有掌握税务相关大数据才能

够实现运用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更好的进行税务治理，更好的落实税务法

规，构建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完善智慧税务体系。 

2.1.4 智慧税务 

2015年 9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首次提出“智

慧税务”这一概念。2021年 3月，两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给出智慧税务权威定义：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驱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制

度创新变革，并以此推动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的，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

高应用效能三大特征的综合税务体系。 

智慧税务运用了经济、税务、管理、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实现

自主感知、学习、决策等多种功能，满足了税收征管要求，提升了管理效能，实

现了税收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集信息技术大成的技术系统与高效能的业务

系统，且将二者融会贯通、合二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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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最优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是詹姆斯·米尔利斯《最优税收理论探讨》一文中提出的理论，

即在面对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会尝试找到一种最好的方案，使得做出的

决策应该是最优的、最有效的。 

税收征管工作建立在最优税收理论基础之上，而税收征管工作是保障国家财

力的重要基石，也是实现我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任务，税收征管普遍存在于

税务认定、纳税申报、税务审计评估、税务处罚等工作环节，因此做好税收征管

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国家向企业征税的过程中，税收征管与“政”“民”

相连，势必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及经济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税收征管包括税收管

理服务、征收监督、税务稽查等工作，是基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缴费人信息的

掌控基础之上的。因此，只有充分的在税收征管工作过程中贯彻落实最优税收理

论，才能够更好的深化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原则，构建出符合二者的税收征管制

度，让税收工作更加有利于税务机关服务于纳税人。 

2.2.2 纳税遵从理论 

税收遵从即纳税遵从，《2002年—2006 年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战略规划纲要》

指出纳税遵从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纳税人应当及时、准确

的计算并且按时向国家缴纳应当缴纳的税费，并履行相关税收义务；反之，若是

纳税人违反了相关法规，未按时、准确的申报并缴纳税款，无论是否纳税人主观

行为，都属于纳税不遵从的行为。 

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六种：（1）查处概率：偷逃税能否被税

务检查机关发现的概率；（2）税制复杂程度：税制是否过于复杂使得纳税人难以

遵从；（3）成本：纳税遵从程度与纳税遵从成本成反比，成本越大越会刺激偷逃

税行为的发生；（4）纳税人个性特征：年龄、学历、性别、价值取向、风险偏好

等；（5）执法公平程度：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不公平的纳税执法行为会使得纳税

人偷逃税行为“合理化”；（6）满意程度：纳税人对于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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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程度。 

从纳税人心理角度出发，选择、制定有针对性的税收征管政策措施，能够提

高税收征管的质效，不同类型纳税人的纳税遵从研究可以能够为税务工作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改进完善建议，因此，在税务工作政策制定及落实完善的过程中，应

当充分贯彻落实纳税遵从理论。 

2.2.3 信息协同理论 

协同是指为完成同一个目标，多个个体进行协作的过程。1974 年，德国物

理学家哈肯首次提出了协同理论，随着现代管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协同

理论被认为是管理的必需理论，信息协同是协同理论在信息科学中的典型应用。 

信息协同主要涉及信息人、信息、时间及技术文化环境四要素。在某一特定

的环境下，出于对信息的需求，多位信息人在一定时间内对信息进行传递、交换、

共享、运用的过程，信息协同行为是指通过信息传递共享相互连接，最终达到促

进组织内外部信息共享水平的目的。因此，在整个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应当

将该理论作为建设基础，充分的夯实并运用其中。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研究 

17 

 

3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的现状及成效 

3.1 智慧税务建设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3.1.1 智慧税务战略目标已提出 

回顾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历程，税务部门持续推动一系列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

基础工作。比如：积极拓展税收信用体系，逐步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利用国地税

合并契机对征管系统全面升级税务征管系统，建立覆盖全国税务机关、所有税种、

所有工作环节的全国性税收信息系统即“金税三期”，大力推广线上税务局等等。 

2015 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慧

税务生态系统建立，至 2020年初步形成智慧税务。2021年 3月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我国“十四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做出总体规

划，并指出我国应建设完善智慧税务，提出我国到 2023年应基本建成税务执法、

税费服务、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及科学精准执法，

为纳税人提供精细化、个性化、智能化服务，于 2025 年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

慧税务体系，基本实现发票全电子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成税务数据共享协

调机制、涉税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数据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及监测预警

和应急处理机制以保障涉税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实现税务大数据在经济运行研

判和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深层次强化应用，形成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行政应用系统；

推动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反洗钱法、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章程，加强非

税收入管理法制化建设，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深化征管

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加强税务执法区域协同、内部控制与监管，强化税务内

外部审计监管和重大税务违法案件“一案双查”，不断完善税务执法行为常态、

精准、机制化监管，持续扩大跨省经营企业全国通办涉税事项范围并于 2025 年

基本实现全国通办；持续深化拓展税务共治格局，加强部门协作、社会协同、税

务司法保障、国际税收合作；通过优化征管职责和力量、加强征管能力建设、改

进提升绩效考评等方式强化税务组织保障，全方位提高我国税务执法、服务、监

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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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主题为“智慧税务助发展·惠企利民稳增长”，首

次推出及时响应诉求、便捷化智慧办理等五大类 20项 80条便民办税缴费措施①。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2022 年“我为纳

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对我国智慧税务建设提出了

具体的行动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发出了“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报告中提出，应强化国家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强化经济、金融、数据等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时效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对信息化建设做出一

系列新论断新部署新要求，就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等提出明确要求，

充分凸显信息化在我们党使命任务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3.1.2 智慧税务布局已完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税收征管工作实施了三次重大变革，如表 3.1所示： 

 

表 3.1 我国税收征管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 第二次变革 第三次变革 

变革特征 国地税合作 国地税合并 “合成” 

时间 2015年 2018年 2021年 

指导文件 
《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

制改革方案》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方案》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的意见》 

资料来源：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整理得出 

 

从表 3.1中我们可以看出： 

（1）1994年我国推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系改革，但一直以来，税务机关

 
①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EB/OL]（2022-03-31）[2024-01-10]https://www.gov.cn/z

hengce/zhengceku/2022-04/14/content_56852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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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职责不够清晰、执法无法统一、管理不够清晰、纳税人办税需两头跑等问

题，为解决这些问题，2015年两办印发了《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在该方案的指导下，税务机关开始了首次税收征管改革，推进国税、地税两机构

的合作，这次税务改革的特征即为“合作”； 

（2）2018年，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及纳税人

便利度，两办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在该方案指导下，税务机

关开始了二次税务改革，构建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推动国地税合并，其特

征即为“合并”； 

（3）为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让税收征管工作更好的服务于市场主体发展，2021 年，在两办《关于进

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指导下，税务机关推动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第三

次变革，优化完善税务执法、服务、监管系统，实现业务流程、制度规范、信息

技术的一体化融合升级，其特征可概括为“合成”。 

我国金税工程的演进过程如表 3.2所示： 

 

表 3.2 金税工程信息 

金税工程 时间 工作重点 特征 （预计）成效 

“金税一期” 1994-1996 
以增值税为主的工

商税制改革 

经验管税、以票控税 

挨家挨户上门“收税” 

增值税发票

标准化 

“金税二期” 1998-2001 

以两级稽核为核心

的增值税日常稽查

管理 

经验管税、以票控税 

挨家挨户上门“收税” 

增值税发票

运用合规化 

“金税三期” 2002-2023 

强化增值税发票监

管，优化税收征收管

理工作 

“以票控税” 

足不出户网上“报税” 

税务征管工

作一体化 

“金税四期” 2023至今 
实现数据驱动、规则

驱动的“以数治税” 

“以数治税” 

引领自动“算税”、为纳

税人提供智慧税务服务 

税务服务精

细化 

资料来源：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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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2所示，金税工程的演进是税务机关数字化转型实现智慧税务体系建

设的过程： 

（1）1994年，为适应改革的要求，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运而生，为遏止打击

部分企业虚开、伪造增值税专票等违法犯罪行为，税务机关进行工商税制改革，

筹建以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系统等子系统为主的金税一期工程，运用计算机

等技术实现了增值税专票交叉稽核和防伪税控； 

（2）1998年，为解决手工录入增值税专票工作量大、数据采集不全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优化设计，自 2000年开始推出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等四个子系统，

并于 2001 年在全国全面开通，实现了以票控税，强化了以两级稽核为核心的增

值税日常稽查管理，以便及时发现、查处不法分子的增值税违法行为； 

（3）2002年，为进一步强化增值税发票监管，优化征管工作，两办联合下

发《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提出大力推进金税

三期工程，以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等为原则全面启动该工程，并于 2016 年 10月

在全国全面上线金税三期，实现了税收征管专业化、数据化后置管理； 

（4）2020年 10月，《“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明确提出了

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

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此背景下以

以数治税为核心的“金税四期”被提出，2023年正式上线在广东、山东、河南、

山西、内蒙古、重庆等城市进行试点，其中金税四期工程数据驱动、规则驱动的

内涵与智慧税务建设核心不谋而合，是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能够推动

智慧税务体系的建设引领自动算税、为纳税人提供智慧税务服务。 

“金税四期”在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财税数据为主要处理对象的“金税三

期”财税信息处理系统基础之上，纳入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

等多种纳税人类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建立以税收收入

管理为主的信息处理系统，对纳税人数据进行智能化的分析和处理，面向全社会

进行税务服务，并且推出了手机缴税、网上办税等多项便民服务，方便了纳税人

的缴税和查询，提高了税务管理服务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金税三期”以财

税数据为主，而“金税四期”以税收管理为主，全面掌握税收管理工作的“数据、

规则、经济、政策”，能够更好的为税务工作人员税务服务工作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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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税法体系已较为完备 

税法体系就是通常所说的税收制度，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可按方法和形式

分为简单型税制和复杂型税制，我国的税收制度属于复杂型税制，如表 3.3所示： 

 

表 3.3 我国税法分类表 

分类依据 具体种类 分类说明 具体内容 

按照税法的基

本内容和效力

的不同分类 

税收基本法 税法体系母法 我国目前暂无统一规定 

税收普通法 
对税收基本法规定的事

项分别立法实施的法律 

如：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所得税

法、个人所得税法等等 

按照税法的职

能作用的不同

分类 

税收实体法 确定税种立法 

税收实体法体系按照征收对象的

不同分为商品（货物）和劳务税类、

所得税类、财产和行为税类、资源

税及环境保护税类、特定目的税类 

税收程序法 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 税收征收管理法等 

按照主权国家

行使税收管辖

权的不同分类 

国内税法 国家的内部税收制度 — 

国际税法 国家间形成的税收制度 
双边或多边国家间的税收协定、条

约、国际惯例等等 

资料来源：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整理得出 

 

如表 3.3 所示,按照税法的基本内容和效力的不同分类看，我国税法体系目

前缺乏税收基本法，税收普通法设置较为完备；按照主权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

不同分类来看，我国税法体系具备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法，较为完善，且近年来我

国不同与其他国家建立税收合作，如：随着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

推进，我国纳税人“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及对外投资规模和质量的日益提升，

为了更加充分的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国家税

务总局的国际税务司对“走出去”纳税人相关的税收政策及税收协定等进行了归

纳整理，总结共性涉税问题，编制并定期更新《“走出去”税收指引》，为“走出

去”纳税人规避税收风险，整理《海外税收案例库》以供纳税人参考借鉴等。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是按照税法职能作用的不同进行分类的，分为税收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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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体系（如表 3.4 所示）和税收程序法体系（如表 3.5所示）。 

 

表 3.4 我国税收实体法体系 

按税种分类 税种名称 作用 

商品（货物）和 

劳务税类 
增值税、消费税、关税 

主要在生产、流通或服务业

中发挥调节作用 

所得税类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主要调节生产经营者的利润

和个人的纯收入 

财产和行为税类 
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 

印花税、契税 

主要是对某些财产和行为发

挥调节作用 

资源税及环境保护

税类 

资源税、环境保护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主要调节因开发和利用自然

资源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 

特定目的税类 
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 

烟叶税、耕地占用税、船舶吨税 

主要是为达到特定目的，调

节特定对象和特定行为 

资料来源：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整理得出 

 

表 3.5  我国税收程序法体系 

按税收管理机关分类 法律 负责征管的税种 

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的税种的税收征管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 

《个人所得税法》、《企

业所得税法》等各实体

税法征管规定 

增值税；消费税；烟叶税；车辆购置税；

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环境保护税；

车船税；印花税；契税 

由海关负责征收的税

种的税收征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关税；船舶吨税；代征进出口环节的增值

税、消费税 

资料来源：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整理得出 

 

其中，《税收征收管理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包含个人、企业和其

他组织在内的一切纳税人，对税务责任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为我国税收征管工作

提供了法律依据，确保在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能够依法进行，保障纳税人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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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3.2 纳税服务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作为我国财政收入和国家支出的重要源

泉，税收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税收征管则是

税收的重要工具，合适合理的税收征管模式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稳健向好。

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变和各类数字科技不断涌现，数字经济的出现在为经济注

入活力的同时，也对税收征管造成了巨大冲击，数字经济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数字经济治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数字经济优势持续展现的需求便

由此而生，现实征管需求的相应变化，要求征纳便捷化、税收征管数智化。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税务领域的深入运用，纳税服务现代化的

不断推进，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一系列新兴税务工具不断涌现，致力于大数据时代

税收征管工作的智慧税务体系应运而生。 

3.2.1 实现了分类分级管理 

2016 年 6 月 28 日，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纳税人分类分级管理办法》，明

确了分类分级管理的概念，即在保持税款入库级次不变的前提下，对纳税人和涉

税事项进行科学分类，对税务机关各层级、各部门管理职责进行合理划分，运用

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提升部分复杂涉税事项的管理层级，

将有限的征管资源配置于税收风险或税收集中度高的纳税人，实施规范化、专业

化、差异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方式。并结合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实际，提出了科

学明确的纳税人分类方法、涉税事项分类及分级管理职责等，为我国税务机关切

实转变税收征收管理方式，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以及降低税收流失

率、征纳成本奠定了法律基础。 

过去，税收征管需要税务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收税”。受限于经济发展

水平及科技发展水平，以前税收征管主要依靠税务人员走街串巷、进企入户上门

收税，那时的税收征管方式，通俗的讲就是“收税靠腿，宣传靠嘴”。 

现在，我们是纳税人足不出户网上“报税”。近十年来，中国不断健全完善

税法体系和税收征管制度，税收信息化建设也不断向前推进，逐步实现了纳税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研究 

24 

 

按税法规定自行计算申报数据并进行网上“报税”。 

如：据格鲁吉亚第四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信息发布，截至 2023

年 9 月，我国已连续十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不仅累计推出了 620 条税

费服务措施，不折不扣落实落细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实施更加具有“含金量”的

助企纾困政策，让更多的经营主体享受到更广泛、更有力度的税收优惠，更已经

逐步是实现了 96%的税费服务事项、99%的纳税申报“网上办”、“掌上办”，并在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服务“一带一路”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在发票领用、税

务注销等方面充分运用了分级分类管理方法，不仅便于税收征收管理，降低了涉

税事项的征收管理复杂程度，将有限的征管资源配置于税收风险或税收集中度高

的纳税人，更优化了税收营商环境，让更多企业享受到了税收征管的红利①。 

3.2.2 强化了风险防控能力 

税收风险防控管理是指税务机关通过评估纳税人税收遵从情况，根据各行各

业特点及风险等级，针对税收流失现象进行的一系列事前预防与控制的税收征收

管理工作，作用于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过程始终，包括事前提醒、业务普及等方式，

不仅提升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更降低了税款流失风险，提升了税务机关的税

收征管效能。 

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建设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主要负责云平台建设、相

关业务需求和运行管理、相关系统应用和业务层面运维工作，组织实施税收大数

据和风险管理战略规划，负责税收数据交换和共享等工作，是税务风险防控的主

要管理部门。 

税收征管模式的转变不仅让税务机关开展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更加便利，更加

强了税收风险管控能力，如：2017 年 4 月，为创新纳税服务方式，持续推进税

务机关“放管服”改革，帮助纳税人提高税收遵从度，减少纳税风险，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为纳税人提供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

有关问题的公告》，为纳税人提供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

税务部门还在 2022 年落实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中探索实施加强监管的五

项措施，其中“狠打骗退”是税务部门针对骗取留抵退税行为，为及时精准发现

 
①资料来源:第四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格鲁吉亚开幕(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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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并能够分类快速应对处置风险项，而依托税务大数据构建的一体化风险防控

机制，由税务、公安、检察、海关、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六个部门联合进行，不

仅将骗取留抵退税行为纳入了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工作机制，还加大了对团伙

式、跨区域和恶意伪造骗取留抵退税打击震慑力度，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23

年当年挽回税款损失 1810亿①。 

3.2.3 初步实现数据交互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法明文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

关依法执行职务；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即对于税

收征管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方面有责任予以支持、配合或协助，另一方面不

得进行阻挠。不仅在法律层面支持着各部门间数据交互工作的进行，更是在对数

字经济进行税收征管时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 

此外，随着科技的变革，数字经济交易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利用互联

网等科技消费者与生产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经济贸易，为了保障经济运行平稳，

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手段，推

行了“金税三期”工程，实时监管纳税人的涉税活动，依托统一的技术基础平台，

逐步实现了涉税数据信息在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级税务机关的集中处理；税务机关

更与公安、反洗钱、市场监管等部门签署了数据交流协议，构建第三方数据交流

机制，打破了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初步实现了数据交互。 

据国家税务总局，2022 年，税务部门采取“快退税款”措施，通过纳税人

清册，依托电子税务局进行精准的政策推送，建立由政府牵头，财税、人民银行

等部门参加的专项工作机制，协调解决库款调度、大额退税等难题，确保退税资

金及时到位，政策落实更加快速便捷。 

3.3 技术运用初显成效 

智慧税务建立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支持。各省市积极运用物联网、区块链、人

工智能、VR 技术等，建设智慧税务取得一定成就，如：甘肃省税务部门积极建

 
①资料来源：四部门联合召开发布会介绍打击涉税犯罪情况 多方协同扎实推进税收法治建设(chinatax.go

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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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5G 智慧办税服务厅、AI 办税机器人；山西省税务

局推出新办纳税人套餐服务，通过“智能审核＋自动办理”，实现税费自动认定

等业务；深圳税务形成了以电子税务局“网上办”为主的立体化网上办税体系；

北京税务部门依托智能分析等现代化手段，打造了一套联通税费政策内容和纳税

人信息的统一标签体系等。 

3.3.1 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便将基本养老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

务部门统一征收，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借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契机，推出

了一系列推动提升社保缴费水平的务实举措，2023 年以来，各地在国家税务总

局的统筹指导下，不断改进服务、完善渠道，推动社保缴费便捷高效。此外，在

2023 年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中，围绕社保缴费工作，国家税务总局部署了

多项工作及任务，如：“持续推行社会保险经办和缴费业务线上‘一网通办’，提

升办税缴费便捷度”“健全完善税费服务诉求解决机制，加强工作统筹，强化闭

环管理，注重信息化应用，着力解决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等。据国家税

务总局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企业社保缴费“网上办”、个人缴费“掌上办”

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比例超过了 95%，全国共建设了 3800 多个办税服务厅、社

保服务厅、政务服务办以推动社保缴费和经办业务“一厅通办”工作的实现，各

地也积极完善税务大厅、电子税务局、税务 APP 等传统服务渠道①。 

3.3.2 非接触式纳税服务全方位优化 

2021年,税务部门建立了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虚开骗税工作机制，据国家

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底，税务部门已累计检查涉嫌虚开骗

税企业 27万户，认定虚开发票 1048.15万份，成效明显②。多部门协同发力捍卫

税收公平，再次彰显税收共治重要效能。 

2022 年国家税务总局推出“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2.0 版”，为深入推进该行动，进一步推动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等组合式

 
①资料来源：“网上办”“掌上办”业务量占比超 95%——社保缴费更便捷高效(www.gov.cn) 
②资料来源：税收营商环境需合力维护(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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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支持政策落地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非接触式”办税缴费事项清单》，

推出“非接触式”办税缴费事项 233项，将除法律规定要求和需线下实物交付以

外的纳税人和缴费人的主要办税缴费事项全部纳入“非接触式”办理。 

此外，国家税务总局优化升级了税务信息系统，向纳税人提供主动提示提醒、

纳税申报税务数据自动预填等服务，通过精简申请流程、线上受理和后台审核等

措施，聚焦申报缴税、税收优惠备案等办税缴费 “高频事项”，实现了税务常办

事项全程线上办理；围绕跨区域涉税事项、电子缴款等异地税务事项实现异地线

上办理，解决了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急难盼愁”事项；税务机关还创新举措，持

续扩大“非接触式”税务服务覆盖面，如：推出了注销税务登记、复议申请等复

杂事项线上线下融合办理等，为纳税人提供了“非接触式”办理服务，充分运用

了税务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手段，全方位优化了税务“非接触式”服务。 

3.3.3 税收大数据全面运用 

智慧税务实现的关键便在于税收大数据的全面运用。即以纳税人缴费人为中

心，通过不断拓展税收大数据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曾说“税收大数据具有时效性强、覆盖面

广、颗粒度细等优势，能够及时、客观、较为全面地反映和比较宏观经济运行态

势。”2023年，国家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税务部门基于税收大数据分析了

2017年以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从税务大数据情况可知：自 2017 年以来，

全国统一大市场省际间贸易关联度增强，创新、信息要素配置增强，交通运输和

物流支撑作用增强，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更加凸显，重点地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现代流通体系亦在逐步健全。 

3.3.4 多部门数据共享模式初步形成 

2019 年 4 月，在浙江乌镇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不

仅签署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也标志着“一带一路”税收

征管合作机制正式成立，该合作机制立足于“一带一路”建设现实需求，加强了

税收征管的协调对接，为跨境纳税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2023年 12月 7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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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 

自 2022 年以来，广西税务部门联合人民银行、银联共同成立跨境人民币电

子缴税试点工作组，协商制定实施方案、共同梳理业务流程、合力开展跨部门系

统联调测试，消除了汇率波动带来的税费计征影响，实现了境外非居民纳税人使

用电子税务局申报、应用银联在线扣款和境外缴税零费率、零等待、零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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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法律保障体系仍需完善 

智慧税务体系是税收发挥职能作用强有力的工具，其“智慧”的知识储备来

源于完善的法律体系，因此，推动信息立法加快进行、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

是智慧税务建设的必经之路。 

4.1.1 信息立法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

税的义务”，此外，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主要是以《税收征管法》及《个人所得税

法》《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立法为主，以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税收法规等为

辅。税法体系中存在暂无税收基本法、缺乏信息立法、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缺

失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建立智慧税务并以此推动经济高效

能、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当前我国尚未出台涉税信息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仅依靠《意见》从宏观层

面指导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中建设智慧税务，难以对税收风险管理实现科学统一的

规划。信息立法缺失，相关信息政策的出现大多都是以遇见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

以条例形式出台，一方面，信息立法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息利用，使

得信息利用程度较低，信息的不完全利用，使得政府机关无法精准的捕捉到纳税

人税收违法行为，对国家经济高效发展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智慧税务的服务

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而非是实体经济这一部分，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借助互

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工具，对海量、复杂的大数据加工处理，形成数

字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对纳税人提供更加高效的电子化、个性化、智能化服务。

信息立法缺失，这对于电子经济、平台经济等非实体经济的约束性相对而言较为

松散，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纳税人偷逃税的门槛降低，不利于智慧税务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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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数据安全法律不完善 

数据是新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十四五”时期是

我国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迈进的关键时期，对大数据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产业将步入集成创新、快速发展、深度应用、结构优化的新阶段。为推动我国大

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数字经济平稳运行，我国出台了数字安全相关的法律，

如表 4.1所示： 

 

表 4.1 我国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梳理 

法律 发布时间 施行时间 目的 主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签

名法 

2004-8-28 2005-4-1 规范电子签名行为 
电子签名与认证的适

用范围、法律责任等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

全法 

2016-11-7 2017-6-1 

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

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

全、社会公共利益，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

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 

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

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

息安全等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

务法 

2018-8-31  2019-1-1 

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

的合法权益，规范电子

商务行为，维护市场秩

序，促进电子商务持续

健康发展 

定义电子商务经营者；

规范电子商务合同订

立与履行、电子商务争

议解决及法律责任等 

中华人民共

和国密码法 
2019-10-26 2020-1-1 

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

促进密码事业发展，保

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

利益，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对密码实行分类管理

的规定及相应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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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我国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梳理 

法律 发布时间 施行时间 目的 主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

全法 

2021-6-10 2021-9-1 

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

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

开发利用，保护个人、

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 

规定了数据安全与发

展、数据安全制度、数

据安全保护义务、政务

数据安全与开放及法

律责任等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 

2021-8-20 2021-11-1 

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

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 

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

规则及权利、义务，履

行个人信息处理职责

的部门及法律责任等 

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 

2021-12-24 2022-1-1 

全面促进科学技术进

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

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

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创

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在原有 8章 75条的基

础上增加了对基础研

究、区域科技创新、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监督

管理等部分内容 

资料来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信息公布整理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

公室信息公开，如表 4.1所示，我国现有数据安全法律 6部，主要为信息保护、

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在税务领

域内，暂时并无税务数据安全法律出台，在税收征管法也无相关内容，因此，税

务数据安全法律仍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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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智慧税务建设基础仍需夯实 

4.2.1 智慧税务平台建设分散 

我国税务系统目前主要是以各地智慧税务建设为主，且各地区建设程度不

一，未形成互联互通的统一整体，仅为局部智能化，纳税人无法完全实现异地跨

省智能申报。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技术手段在经济活动中运用的不断深入，

各行业之间的联系将愈发紧密，税务系统建设滞后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冲击也将不

断加大，如在税务大厅中，税务机关虽已设立了税务咨询、个税申报、综合办税

等服务窗口及全省通办窗口，但却没有专门的全国税务业务通办业务，这种局部

的省级智慧税务建设，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税务工作的要求，将会使政府对经济社

会的管理、服务程度相应降低，这不仅不利于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更不利

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对于一些办理跨省通办业务的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无

法为其提供优质、简洁、易用、高效的税务服务，不利于提高纳税人、缴费人对

于智慧税务体系的满意度及使用率。 

4.2.2 智慧税务意识缺失 

智慧税务意识要求税务管理人员重视智慧税务建设及运用，督促相关人员通

过利用我国已成熟的信息技术手段，建立 24 小时在线的信息化、智慧化的智慧

税务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完成税务征管、监督、服务工作。对基层工作人员而

言，智慧税务意识要求其能够认识到数字信息的重要性，并能够充分利用智慧税

务体系，运用数字信息寻找需要帮助的纳税人，为其提供便捷的、切实可行的问

题解决方式。受传统业务模式的影响，我国税务机关基层工作人员仍停留在较为

传统的线下服务管理思维，认为只要完成“上门”业务即可，部分税务人员虽有

线上服务意识，但仅能够为纳税人提供涉及当地的税收服务，无法为纳税人提供

跨省的全面税收服务，无法充分利用智慧税务体系，完成纳税人数字信息的采集

及质量把控，数字信息分析结果的应用也无法受到完全重视，纳税人真正需求自

然会受到忽视；此外，线下税务服务大厅虽已设立税务咨询窗口、个税申报窗口、

综合办税窗口、潮汐窗口等，但工作量大时，却未充分利用潮汐窗口为税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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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效增速税务，且工作人员需要长时间服务，难免会有服务不周之处；税务大厅

虽设立了自主服务区，但使用率却较低，且无专门的税务工作人员负责为前来办

税的纳税人提供指引。 

4.2.3 智慧税务人才缺少 

信息化时代，构建智慧税务体系不仅需要运用高新技术，更需要懂得税务知

识的信息技术人才（即信息+税务型专业人才）建设高效可行的智慧税务体系，

且智慧税务体系的稳定运行也离不开信息+税务型技术人才的运维管理。 

2021 年税务系统通过素质提升“1115”工程安排，培养战略人才、专业骨

干、岗位能手等各类人才 61316人，但人才总量在整个税务系统内部仅占 8.7%①。

因此，加快税务机关信息+税务型人才体系建设是建设高效智慧税务体系、提高

税务征管水平的必要条件。 

（1）就目前而言，我国智慧税务体系中缺少信息+税务型专业人才，了解税

收法律制度的税务员大多不了解信息技术，懂得信息技术的技术员却缺乏税收专

业知识。税务人才的专业水平与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税收信息化

技术方面的应用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掌握大数据资深技术的人才十分稀

缺，而懂得税务专业知识的资深信息技术人才更加稀缺，这难以满足我国智慧税

务建设的需求。 

（2）我国信息+税务型专业人才培训体系刚刚起步，尚不完善，许多高校刚

刚建立数字税务等专业开始培训信息+税务型专业人才，目前正处于探索之中，

缺乏智慧税务体系培训课程及教材，培训内容及方式也较为单一，这也难以在短

期内满足智慧税务体系建设对人才的要求。 

（3）具备深厚专业知识、敏锐思维能力和广阔视野的高层次人才才是智慧

税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力量，才能够为智慧税务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

但目前我国税务机关高层次人才相对而言较为缺乏，制约了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

深入推进。 

 
① 资料来源：构建税务人才新体系 开创人才兴税新局面(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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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智慧税务建设技术亟待突破 

4.3.1 信息数据安全程度仍需提高 

信息数据的安全与隐私保护是智慧税务平台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通过加强

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工作，可以提高数据信息安全程度，保障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保密性，有效的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现象发生。但目前而言，我国智慧税务建设

数据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程度存在网络安全风险和隐私保护措施不够完善等问

题，这些方面的安全保护程度仍需调高，因此需要加强智慧税务体系的网络安全

防护和数据信息隐私保护措施的完善工作，以确保智慧税务平台建设工作的顺利

推进和发展，有效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税务机关已经建立了电子税务局 APP、“金税三期”工程等，但

我国税务机关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涉税数据的分析大多知

识简单的数据查询、结果对比及指标分析，深入挖掘力度不足，如：缺乏更加全

面、科学的宏观分析、区域分析等指标体系，缺乏关于涉税数据横纵向关联对比

的健全模型等。我国传统企业在交易时，结算是通过银行支付，税务机关在进行

检查时可以通过核对银行流水和银行对账单，确认有无偷逃税款现象。但是电子

商务平台等数字经济进行商业交易时采用更多的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结算，例

如，微信、支付宝等，这些收入往往最后都进入了商家个人账户，有些商家甚至

没有经过税务登记，如何充分安全利用这些数据、如何确保大数据等技术应用过

程中相关税务数据及个人安全隐私不被泄露、篡改以及滥用是当前税务机关仍需

探索的难点。 

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在交易时具有无纸化、支付电子化的特征，这使数字经

济具有很强的隐匿性，那么传统的纸质票据便无法发挥其辅助税务机关进行税务

征收管理的作用，若不进行税务数据收集，那么将使得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监管

时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得知卖家是否依法按时进行了税费缴纳，是否具

有税务风险；但若对其相关税务数据进行收集又将会面临技术难度高、技术运用

存在风险致使税务数据泄露，数据安全程度降低等问题。 

此外，跨境电商这一经济形式近几年的兴起使得数字经济交易具有全球化的

特征，以及其交易钱款支付的快捷性和货物交付的滞后性，使得各国税务机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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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税收管辖权的界定产生了诸多争议，加大了税务机关对于数字经济这一经济形

式进行税收征收管理的困难程度。 

4.3.2 新兴科技运用还需规范 

随着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税务机关面对的税务数

据正在快速增长，同时，这些新兴科技的运用也为智慧税务体系建设带来了一定

的风险挑战：首先，税务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正面临着数据泄露、篡改、滥用

的风险挑战，一旦税务数据被滥用、篡改或者泄露，将对个人的隐私造成严重的

威胁；其次，新兴科技大多运用算法决策等技术，如：推荐系统、智能人工客服、

深度学习等，这些技术的运用为税收征管工作增速提效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

些算法偏见和不公平的现象，阻碍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再次，智慧税务技术运

用不当将会带来如人工智能技术失去人类控制，制造虚假税务数据等技术失控风

险；智慧税务体系建设过分依赖单一技术，新兴科技更新速度快以至现用技术过

时、被黑客入侵等风险问题。 

目前智慧税务处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智慧税务建设中应用的算法的准

确性、稳定性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的隐私性和安全性等问题。因此，在我国智慧税

务建设过程中仍需要加强算法的研究和优化，提高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隐私保

护性和安全管理水平。 

2022年 11月 30日，美国人工智能机构 OpenAI 发布了其研发的聊天机器人

程序 ChatGPT，该程序的发布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ChatGPT 这类生成式的人

工智能技术主要是依托多种数字技术，实现数字内容孪生、数字编辑及数字创作

等能力，通过模仿、加工和演练人类知识、思维方式与意图，基于人类反馈、与

人类进行智能交互的强化学习应用范式，其本质是能够自主学习、自动理解人类

言语及行为并与人进行互动的人工智能语言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擅长语言的理

解和生成、计算机编程以及人机交互等，这不仅为智慧税务体系的建设带来了全

新发展契机，而且使智慧税务的未来发展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信息获取来源之一是网络爬虫，即在一定程序指令下自主自动的从互联网上

收集大量的文本、图像数据，且本身包含路径不明的数据，模型运行过程中需要

规模庞大、数以亿计的数据，无法在分秒毫厘之间获得授权许可，因此，生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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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若不能妥善应用，那么不仅在后续与其他应用程序的融合过程中有

用户遭窃风险，而且未经授权许可非法获取数据现象司空见惯，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引诱用户落入陷阱窃取信息，甚至利用该项技术攻击政府部门

信息库，加剧了国家信息泄露的风险，严重危害了国家数据安全和主权安全。 

4.3.3 数据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最基础的便是将税务数据整合并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加

以运用。但目前我国税务部门存在税务碎片化信息多的问题，即在数据整合方面

仍旧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税务、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之间的数据标准应用

不统一，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接口和标准，各相关部门间的涉税数据难以实现有

效整合，更难以加以应用于实践之中；其次，税务数据存在质量参差不齐问题，

税务数据在数据采集、处理存储、数据标准转换等过程中存在操作失误、标准不

统一转换误差等问题，致使部分税务数据存在数据缺失、数据错误等问题，严重

影响了涉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导致税收征管工作难以精准进行；再次，由

于缺乏统一的数据管理、应用平台，各部门采集的数据存在分散存储问题，这导

致税务数据共享难，甚至部分数据无法实现共享和交换，税务数据利用率低下等

问题，无法实现高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智慧税务建设

还需要实现税务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和信息共享，但目前而言，我国税务

部门内部缺乏统一的智慧税务治理机制，税务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

通和协作，数据共享不足，这导致了税务部门出现了信息孤岛现象，各部门之间

的信息无法实现有效共享和交换。 

智慧税务建设仍存在碎片化信息较多即数据有待整合、数据标准不统一、税

务机关内部缺乏智慧税务统一治理等问题。因此，为了加快推动智慧税务建设的

顺利发展，我国税务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碎片化信息整合、统一数据标准和加强

统一治理工作，以提高税务数据获取的效率和质量，以便更好的服务于经济运行。 

4.4 智能伦理问题亟待解决 

2017 年，国务院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人工智

能作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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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就业结构改变、法律与社会伦理被冲击、

个人隐私被侵犯、国际关系准则遭受挑战等风险与问题，面对这些风险与问题，

我国应当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高度重视这些安全风险挑战，加强人工智

能风险前瞻性预防与约束引导，降低风险，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靠、可控

发展。 

2019年，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北京共识》，共

识中指出，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开发应当合乎伦理，即人工智能的研发应采用符合

伦理的设计方法以使得系统可信，包括但不限于：使系统尽可能公正，减少系统

中的歧视与偏见；提高系统透明性，增强系统可解释度、可预测性，使系统可追

溯、可核查、可问责等。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和人工智能产品的快速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

和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模型和算法也已经被

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领域、各个场景，在交通、金融贷款、医疗、

税务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中随处可见，人工智能的运用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

利的同时，其自动决策系统也带来了价值观、信息透明度、隐私性等智能伦理问

题，智慧税务建设的难点之一便是其税务人工智能的伦理界定问题，税务人工智

能能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便在于其税务智能伦理原则和治理技术是否足

以支撑税务人工智能的发展，但在这一方面，我国智慧税务建设仍存在不足之处。 

4.4.1 价值观和数据隐私性问题 

数据的隐私性必须在整个人工智能生命周期中得到保护和促进，还应建立适

当的数据保护框架对人工智能数据应用的隐私权保护提供保障，确保智能伦理中

的隐私权不被侵犯。 

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为经济发展、税收征管带来了

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引发了智能伦理冲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

给人类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带来新的机遇，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好，同时人们

也普遍意识到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在加深现有的不平等和分

歧以及对人权的影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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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算法推荐功能使得信息的传播实现了个性化与智能

化，让人们可以一直身处与自己喜欢、感兴趣的话题与环境之中，实现了信息的

精准推送，但该项技术对于智慧税务体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税收征收管理

工作推荐相应信息的同时，也会使得工作陷于“信息茧房”之中，税收征管工作

在进行某项专项工作的同时，会对于某一类信息有一定的偏爱，但基于税务大数

据，算法推荐功能带来的精准信息会使得税收征管工作长期接受同质化的信息，

这种束缚信息自由流动的行为，将会使得税务工作人员对于纳税缴费人产生一定

的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可能会习惯于接受固化的数据及信息，忘

记自我思辨，违反税收公平原则，对纳税人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冲击社会主义

价值观。 

（2）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云服务、云计算、云应用等智能技术的高速发

展，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大数据，只要打开相应的软件并输入关键词，便可搜索

到相应内容，智慧税务体系同样如此，但与此同时，也加大了税务机关对于智能

技术及税务数据的依赖度，这将会导致税务工作者过度依赖税务数据，逐渐忘记

为纳税人服务的初心，对税务工作造成风险与挑战。 

4.4.2 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问题 

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部署主要取决于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即

transparency and explainability），即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与其他原则

（如隐私、安全和安保）之间可能存在紧密关系，处理不当将会引起智能伦理原

则冲突问题，因此智慧税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要重视该技术

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构建，即智慧税务体系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水平应与具体情

况相适应。 

智能伦理的透明度问题主要是指人工智能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对于其决策和

行为的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提高智慧税务体系的透明度可以提高人们对智慧税

务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并帮助纳税人更好地理解和评估税务机关依据智慧税

务体系所做出的决策和行为，同样的，若智慧税务体系透明度较低或缺乏可能也

会导致纳税人、缴费人难以理解甚至于无法理解税务机关依据智慧税务体系所做

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无法信任税务工作结果，造成征纳双方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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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伦理的可解释性则是指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和行为是否可以被人类理

解，即可解释性越高则纳税人对于智慧税务体系的人工智能系统所做的决策和行

为理解度越高，人们对智慧税务体系的信任度也越高。可解释性的缺乏会导致人

们无法理解智慧税务体系的决策和行为，从而降低对它们的信任。 

智能伦理问题中，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有助于确保人工智能

系统的公正、公平和透明。智慧税务体系中，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过高，则容易泄露纳税人机密数据，给纳税人带来经营风险，但若人工智能系统

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过低，那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决策和行为越

来越涉及更大量的数据和更加复杂的算法，越来越复杂且难以被人类理解，导致

其难以被解释，便会导致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结果，甚至可能违反法律和伦理标准。

因此，智能伦理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是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可靠和可信的重要因

素，即智慧税务体系能否因地制宜建设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适宜的人工智能系统十

分重要。 

 

5 智慧税务建设经验借鉴及案例分析 

5.1 国外经验借鉴 

5.1.1 美国 

在技术运用方面，美国国税局不仅通过运用逻辑回归模型、决策树、聚类算

法和可视化技术等方法技术，对其业务部门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还通过信息系

统改进了数据捕获过程，将数据挖掘技术用于测量纳税人合法化经营、检测偷逃

税、电子欺诈、税收抵免欺诈等不同方面，同时，建立了交互式税务助理来回答

一般税法问题，包括帮助确定某项收入是否应纳税或某人是否有资格申请某些特

定的抵免和扣除。为方便纳税人，美国国税局还推出了官方应用程序 IRS2Go，

通过该 APP 纳税人可以查询其退税状况、支付税款、查找免费的报税协助、订

阅接收办税提示，该应用程序不仅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版，还可以适配谷歌、苹果、

亚马逊三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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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务合作服务方面，美国国防部推出军人和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可以使用

MilTax 进行在线报税，并为这些纳税人提供免费的报税服务：一般为联邦税表

和最多三个州的税表进行免费的在线税务准备和电子报税软件。 

在纳税缴税方面，美国国税局建立了在线帐户，纳税人在准备提交税表或跟

进余额或通知时，可以使用他们的在线帐户安全地查看欠款、付款、追踪款项等

重要信息并管理通讯喜好，如：选择无纸化或者电子邮件形式接收来自国税局的

某些通知，确保能够及时提交完整准确的纳税表；此外，美国国税局与 Free File 

Inc.（前身为免费报税联盟）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免费为纳税人提供英语

和西班牙语在线免费报税项目，即在 IRS.gov 或 IRS2Go 移动应用程序上纳税人

可使用品牌报税软件包免费报税。 

5.1.2 英国 

20世纪 90年代，英国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税务电子申报系统、纳税风

险评估系统，2006 年，英国从中央层面建立了电子政务建设框架，将政府信息

集中通过“直接政府”和“商务通”两个网站提供；2013 年，英国通过运用大

数据与信息技术来监控电子商务交易，在银行卡交易信息中获取纳税人涉税信

息，与网上申报进行比对核查；2014 年，英国制定通过《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

总署数字化战略》，开始执行税务网络数字化与数据库战略目标，并以此建立起

相对完备的信息化征管体系；2016 年，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和国际知名数据公

司 SAS 达成框架协议后，纳税人可享受到更多非接触式纳税服务；英国政府还

面对全国招募优秀的数据型人才，十分重视税务人才培养工作，通过开展高校税

务培训中心、成立毕业生税务人才培训班、免费专业税务和数据分析培训等多种

方式吸引大学毕业生进入税务系统，培养税务人才后备力量，加大对人才的栽培

力度，并成立了英国税务数据分析智囊团，对税务部门的数字化管理能力有所影

响。至今，英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纳税申报系统，基本实现网络申报足不出户。 

此外，英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智

能伦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践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符合伦理标准，

如：制定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准则》，该准则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应遵循的七

大原则，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应当公平、透明、可追溯；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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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公正，不受偏见和歧视的影响；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应当考虑所有人的需求，

保障对人的尊严的尊重等，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符合伦理标准。为保证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能够完全贯彻落实，英国政府还成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

会，负责监督和指导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提供相关建议和指导积极参与国际人

工智能伦理问题的讨论和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制定和

应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广泛运用。 

5.1.3 丹麦 

丹麦在智慧税务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技术运用方面，丹麦税务部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系

统和数据管理工具，实现税务政务处理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减少了税务工作的人为错误和降低了腐败风险，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运用回

复税务常见问题等智能化纳税服务，提高了丹麦税务机关的税务服务工作效率，

提升了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满意度；并且，丹麦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已经实现了数

据共享，这使得税务部门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其他政府部门的税务相关信息，达

到更好地进行税收征管的目的，丹麦税务部门还与国际税收机构合作，共同打击

跨境税收违法行为；此外，丹麦税务部门还在建立数字税收征管体系时运用数据

分析、预警系统等技术，高度重视税务预防性风险管理，以及时发现和防范潜在

的税收风险，源头预防税收流失现象发生，确保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征管工作中

的贯彻。 

在人才引进及培养方面，丹麦政府认为，数字人才不仅需要包含计算机工具、

编程语言等方面数字技术技能，也包含数字商业头脑、推动数字创新能力等非技

术技能，并且丹麦高度重视数字人才培养、激励机制、绩效管理等方面，将数字

人才划分为数字通才、数字整合人才和数字专门人才三种类型，通过调研了解人

才需求针对性建设人才工作生活环境，为其打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环境，以

此促进丹麦人才工作效率，并为其在签证申请、税务减免、教育医疗、政府服务

等方面开放政策绿灯，通过各方协力提供全方位服务以促进国际人才更好的融入

丹麦。丹麦还通过加大创新资金支持，整合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数字研究力量，

建立数字技术研究中心负责数字技术成果转化；丹麦高度重视人才的“引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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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支持国际留学生在丹麦就业，为数字人才和企业牵线搭桥等措施之外，其数

字中心还根据科技领域创新互动、知识生产情况、人才就业率等指标，针对美国、

中国、印度、英国等国家建立 “数字人才库”，为丹麦争取引进数字型人才做指

引，真正做到了“举国之力”吸引留用数字型人才。 

如上述，美国、英国、丹麦在智慧税务建设方面都较为完善，有可供我国参

考的经验。对此，我国在进行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对其建设较为完

善之处进行针对性的借鉴，如：参考美国国税局在提供纳税服务方面的经验，吸

收英国智能伦理先进经验，借鉴丹麦人才“引留用”制度，最终结合我国智慧税

务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完善优化我国智慧税务体系。 

5.2 国内建设案例分析 

由于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程度存在各地区差异现象，因此本部分选择建设先进

的北京市和广东省进行经验分析，并选择甘肃省进行对比。 

5.2.1 北京市 

《2023 二十国集团（G20）智慧城市排名》和《2023 亚洲智慧城市排名》

中，北京市皆排名前 10%，其智慧城市建设程度较为完善，在智慧税务体系建设

方面，其情况如下： 

（1）北京税务部门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纳税人信息进

行智能化处理和分析，实现了税务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了税务征收管理工作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了税收征管工作效率、税收预测结果准确性和税收管理

工作效能； 

（2）北京税务部门通过推出线上办税、移动办税等新型办税方式，加强对

税务工作人员的培训管理，简化了纳税人办税流程，提高了税务服务水平，不仅

提高了办税效率，还增强了纳税人、缴费人的满意度； 

（3）北京税务部门加强了与工商、银行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不仅方便了税务部门及时、准确的获取纳税人、缴费人相关税务信息，通过信息

互通和数据共享，还提高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降低了税收流失风险； 

（4）通过推出电子税务局、移动客服、税务 APP 等方式，北京税务部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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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创新税务服务方式，通过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满足纳税人多元化的

需求，方便纳税人、缴费人能够随时随地办理税务事项； 

（5）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北京税务部门构建了智慧税

务体系智能化税收风险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对纳税人、缴费人进行全面、精准

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够及时发现和防范潜在的税收风险，降低了税收流失和税

收违法现象的发生概率。 

5.2.2 广东省 

（1）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广东税务部门在智慧税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运用了

大数据分析、政策模拟等技术手段，实现了智慧税务体系对税收政策的科学分析

和评估，能够为税务政策的制定、修订提供有力支持，最终通过制定更加科学的

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结构的优化，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2）高度重视税务机关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通过对干部进行培训、交

流等方式，提高了干部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还通过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监

督和管理，确保了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3）税收共治协同联动服务发展大局：广东税务部门与人社、医保等部门

打破信息壁垒、创新打造了税务社保一人双系统、一窗办结大厅，V-Tax 远程可

视化办税平台等便民税务服务平台，为粤澳两地居民构建起“线上办”、“线下办”、

“跨境办”的多元化、融合式缴费服务模式； 

（4）多方位全面推进精确执法：转变税务执法理念，以促进纳税自主遵从

为导向，建立风险疑点向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缴费人“双推送”机制，实施分类分

级风险应对程序递进式执法，全省纳税人自纠超过 80%；严格规范执法行为，构

建 “税务执法质量智能控制体系”，对优惠政策享受情况等 18 条指标深入研究

分析，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执法行为数据，制发《执法质量优化建议书》，全面

提升法治税务建设的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5.2.3 甘肃省 

2020 年，甘肃省在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建设并投入使用了“5G 智慧

办税服务厅”，该服务厅融合了人脸识别、语音分析、大数据、VRM 远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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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导税办税、云桌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可以通过智能导税系统为纳税

人提供 24 小时无人值守税务服务，能够实现纳税申报、发票领用、车辆购置税

缴纳等高频涉税事项的线上办理、自主办理，缩短了纳税人办税时间，提高了智

能化办税水平和纳税服务的质量效率，并且在省内各市建成了智慧办税服务厅，

投入多台智能服务社保。 

整体智能化水平虽然完善，但相较于先进地区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

无法及时的去运用新技术对“智慧税务”体系进行更新改进，在税收数据管理方

面缺少责任机制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者重叠，并且受限于信息管控能力，税务机关

对于数据的潜在价值挖掘力度不足，数据转化能力较差，无法更好的去运用数据

信息；同时，甘肃省“智慧税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数据孤岛”

现象，与工商、财政、社保、自然资源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较弱，推进彼此税

务信息的共享和沟通势在必行。 

通过以上三地情况的具体分析可知，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在客观上存在着

地区之间的差异，北京市、广东省等经济、科技发达地区智慧税务建设较为完善，

但甘肃等内陆地区在智慧税务体系建设、人才意识培养、部门间信息共享等方面

仍存在着部分问题，我国智慧税务建设存在着地区间差异，因此，在进一步推动

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重这一地区间差异，因地制宜的完

善智慧税务体系，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的税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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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快推进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6.1 完善法律保障体系 

6.1.1 加快信息立法 

针对信息立法缺失，对于电子经济、平台经济等非实体经济的约束性相对而

言较为松散，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纳税人偷逃税的门槛降低，不利于智慧税务体

系建设的问题，应当各部门联合解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收集民意，加快前瞻性、普适性

信息立法，提高信息政策的法律层级，加强信息利用的法律保障程度，确保信息

的完全利用，助力税务机关精准捕捉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推动国家经济高效高

质量发展； 

（2）工信部应当针对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工具和大数据的运

用进行规范性立法，保护数字资源的合法高效运用； 

（3）税务机关应当在此基础上建立税务信息专项法律，完善智慧税务法治

体系，保障税务机关能够依据法律建设合法高效的智慧税务体系，为纳税人、缴

费人提供高效简便的电子化、个性化、智能化、智慧化的智慧服务。 

6.1.2 完善数据安全法律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1 年印发了《“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规划

中明确指出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应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

切实提升国家数据安全，实现发展规模、质量、效益、安全相统一；国务院 2022

年 1 月印发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规划中明确指出，“十四五”时

期应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

平、切实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1）税务部门应加强数据安全立法工作力度，研究分析各行业税务数据，

建立税务大数据安全保障法、完善符合税务大数据应用的数据安全管理政策，将

税务大数据分类分级管理，通过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建立税务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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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标准体系，规范税务大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共享及销毁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建立权责明晰的税务大数据使用、管理制度，既赋予各基层部门相应

的数据安全保护职责，也赋予其相应的权利，落实落细数据安全保护工作，确保

加快推动税务机关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税务数据安

全保护部门，做好税务大数据运用的安全管理。 

（2）税务部门应加强与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科技等部门的合作，依法做

好税务系统安全审查、云计算等科技应用安全评估，有效防范数据安全风险；加

强与海关、外交等部门的合作，建立健全税务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规

范，防止税款流失风险；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税务相关工作第

三方、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合作，收集更多可用税务数据，同时建立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强化第三方工作部门数据保护主体的责任权利，确保第三方收集的纳税人

税务数据安全等。税务部门还应与相关部门合作，进一步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规

范纳税人身份信息、隐私信息、生物特征信息的采集、传输和使用，加强对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安全监管能力。 

6.2 夯实智慧税务建设基础 

6.2.1 建立统一的智慧税务平台 

根据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智慧税务建设现状，为建成高效能、高集成

度、高安全度、功能健全的智慧税务体系，应逐步实现智慧税务建设。 

首先，完善智慧税务建设的基础设施，即树立税务人员智慧税务理念、加快

信息+税务型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打

好地基；第二步，对现有税收体系进行整合升级，形成一个一体化、全覆盖的税

收征收管理、申报缴纳、咨询服务体系即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体系，能

够实现全国业务通办，为纳税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税务服务；第三步，对整合

完成的一体化、全覆盖税务系统进行智慧化升级，即完全建成智慧税务，运用人

工智能、语音识别、机器自动学习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工具，对基本建成的智

慧税务体系进行“智能化”赋值，使其能够在“自主”完成税收申报缴纳、征收

管理、涉税问题回答等业务，并且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功能，可以在完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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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过程中接收、学习、总结新的知识，并在下一次处理相同业务时及时运用，为

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优质、简洁、易用、高效的税务服务，提高纳税人、缴费人

对于智慧税务体系的满意度及使用率。 

6.2.2 加强智慧税务意识 

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的智慧税务意识是实现完善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

要工作，对于如何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的智慧税务意识，建议如下： 

（1）税务机关应当完善专门负责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部门，减少管理层级，

提高决策实施效率； 

（2）税务机关应当加强税务工作人员智慧税务意识的培养，自上而下实现

全体税务工作人员对于数字信息本身价值的重视，能够认识到数字信息实为数字

资源，是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便捷可行服务，达到促进税收工作高效化、实现税务

服务智能化目的的基础； 

（3）税务工作人员应当重视数字信息只有在经过专门的税务信息技术分析

提取后才能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涉税信息即形成税务数字资源，才能够在为纳税

人、缴费人提供税务服务时加以高效利用； 

（4）税务工作人员应当重视基层税务工作者思维方式转变、树立完善智慧

税务理念，敦促基层人员将智慧税务应用在税收实践中去，税务机关内部可通过

完善内部条例规定、定期召开智慧税务理念交流会议、将智慧税务运用列入绩效

考核等方式，提高税务人员智慧税务体系运用水平，促进税务人员形成智慧税务

理念。 

6.2.3 注重人才培养 

信息化时代，构建智慧税务体系的信息+税务型技术人才队伍，税务机关应

当借鉴国际经验，参考其他部门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路径，通过以下方式加快

建设信息+税务型专业人才队伍： 

（1）推动信息人才战略的制定实施、探索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模

式； 

（2）通过加强与第三方服务机构合作培养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建立信息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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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知识学习专用系统； 

（3）将信息+税务学习情况列入机关年终考核标准中，加强现有税务工作人

员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提高其信息技术运用熟练度，培养信息+税务型人才； 

（4）加大与高校的合作力度，支持高校建立数字税务、智慧税务等专业培

训信息+税务型专业人才，提供帮助，合力制定智慧税务体系培训课程及教材，

丰富培训内容及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满足税务机关对信息+税务型人才的需

求； 

（5）通过建立信息+税务型人才培养班，对预备税务工作人员进行入职前培

训，针对性教导，如：对于税务人才开展信息化入职课程培训，对于信息化人才

教授税务知识，使其能够更好、更快的开展税务工作； 

（6）对于具备深厚专业知识、敏锐思维能力和广阔视野的高层次人才进行

人才引进，提供优厚待遇，加强智慧税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力量，为智慧税务体系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深入推进智慧税务体系建设。 

6.3 加快核心技术攻关 

6.3.1 加强数据安全系统建设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智慧税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的数据安全系统

建设，提高税务数据信息的安全程度，保障纳税人、缴费人税务数据的安全性、

保密性，有效预防阻止税务数据的泄露和滥用现象的发生，提高智慧税务体系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的税务服务； 

（1）税务机关应当建立更加全面、科学的宏观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分析等

指标体系和涉税数据横纵向关联对比的健全模型，从宏观角度关注经济发展动

向，并在恰当的时候为经济发展注入税务“活水”，保障税务数据的安全运用； 

（2）完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商户的税务登记工作，对数字经济相关的

税务数据加强监管，加强与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税务平台的合

作力度及监管力度，确保税务数据不被泄露、篡改，降低、避免税务风险对纳税

人、缴费人的影响； 

（3）充分安全利用税务信息数据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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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税务数据安全系统，完善智慧税务体系建设，并根据纳税人、缴费人的需求，

不断优化智慧税务体系的功能及服务。 

6.3.2 规范新兴科技运用流程 

面对新兴科技运用所带来的过度依赖单一技术风险、技术失控、技术过时等

风险问题，税务机关应当综合考虑选择运用多种新兴科技，保持智慧税务体系技

术多样性，及时更新技术及新兴科技的算法，并加强对智慧税务体系技术运用的

监管控制，确保新兴技术运用的安全和稳定发展。 

（1）自动化税务审核是提高税务征收管理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

在智慧税务建设过程中我国税务机关引入了自动化审核技术，以自动化税务审核

取代税务工作人员的人工手动操作，完成大量重复、枯燥、单一的基础业务（如

填写、核对税务数据等），提高了税务审核工作处理效率和质量，为纳税人提供

快速、准确、高效的税务审核服务，降低纳税人合规风险。但目前自动化税务审

核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审核规则的制定和更新、审核结果的复核等。因此，税务

机关需要加快建立完善的税务审核规则库和税务审核结果复核机制，确保税务审

核工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2）切实有效的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和满意度是优化税务服务、提

高税收征管质效、提升税务形象的重要工作内容，推进个性化纳税服务是提高纳

税人、缴费人获得感和满意度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了解纳税人、缴费人的需求

和偏好，可以加强税务工作人员对纳税人、缴费人的了解，为纳税人、缴费人提

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纳税服务，不断融洽征纳双方平等、信任、合作关系。因

此，针对我国税务机关目前面对的如服务的精准度和覆盖面、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等方面的问题，税务机关需要加强个性化纳税服务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此不断

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3）当前智慧税务体系建设中所应用到如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

智能技术，提高了税务部门处理相关事务的效率及质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未

实现真正的智慧——自主感知纳税人需求并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人机交互。

ChatGPT等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智慧税务体系与纳税人进

行交互，自主感知纳税人需求并提供帮助。基于此，税务机关在应用生成式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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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建设智慧税务体系的过程中，应在前期筹划、中期应用、后期监测过程

中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并规范该技术的运用流程，做好事前预防、事

中控制、事后监督与治理工作；并且，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收集、存储、加

工海量信息和数据，符合税收工作数据量大的特点，并且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内

在算法具有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可以对税务机关的税务相关数据信息库及工作

人员工作程序进行数据库更新、算法更新，因此，能够帮助税务工作人员在海量

税务数据中快速高效的找到所需信息，简化了税务服务办事程序、缩短了税务相

关人员办事时间，提高了税务机关工作的标准化运行效率，更好地满足纳税人的

需求。 

6.3.3 提升数据应用管理水平 

为了加快推动智慧税务建设的顺利发展，我国税务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碎片

化信息整合、统一数据标准和加强统一治理工作，以提高税务数据获取的效率和

质量，更好的服务于经济运行： 

（1）税务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的合作，共同商议并制

定统一的税务数据信息收集、存储、处理、转换的应用标准和数据接口，将相关

部门间的涉税数据有效整合应用，减少部分税务数据存在数据缺失、数据错误等

问题出现机率，降低这些问题对于涉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影响，使税收征

管工作能够精准进行。 

（2）我国税务部门内部应当加速统一智慧税务治理机制的建立，实现税务

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有效的沟通和协作，进行税务数据共享，避免税务部门出现

“信息孤岛现象”，实现各部门之间税务信息的有效共享和交换。 

6.4 构建智能伦理治理框架 

2017 年，国务院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提出了人工

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明确指出到 2030 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

用总体应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

社会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建

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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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 

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于 2022 年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因此，我国应当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

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推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

跃进，具体可从建立智能伦理价值观、提高智能系统透明度、加强智能技术隐私

保护三方面出发。 

6.4.1 建立智能伦理价值观，加强智能隐私保护工作力度 

人工智能是技术融合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人类自身、文化、经济、社会

和环境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改变教育、科学、文化、经济和

传播的未来，因此人工智能行为者应当促进社会正义、公平和非歧视，同时应当

采取包容性方法，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好处。 

（1）税务机关应当加强技术攻关，在确保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算法推荐功能

等为智慧税务体系带来信息个性化、智能化推荐的前提下，定期更改智慧税务体

系技术运用的算法，并在技术设计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并贯彻税收公平原则，避

免长时间运用同一项技术致使税收征收管理工作陷入“信息茧房”之中，降低智

慧税务体系对于某类税务信息“偏爱”的可能性。 

（2）税务工作人员不仅要充分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云服务、云计算、云

应用等智能技术和税务大数据，更需要时刻谨记技术及税务大数据的运用的最终

目的是实现为人民服务，在依法为纳税人、缴费人服务的过程中，时刻关注并满

足纳税人、缴费人的合理要求，为其提供更加高效、公平的税务服务。 

6.4.2 提高智能系统透明度，提高智慧税务体系可解释度 

充分运用各项信息技术，提高智慧税务体系的透明度，提高智慧税务体系的

可解释度，如：在建设智慧税务体系过程中充分运用特征选择和预处理技术，减

少在智慧税务体系中输入税务数据的噪音和冗余信息，提高智慧税务系统的可解

释性；运用深度学习可视化技术，将智慧税务体系模型中的结构和权重可视化，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问题研究 

52 

 

让税务相关人员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智慧税务模型的运行过程及决策；尽量运用

决策树、逻辑回归等可解释度较高的算法技术和直方图、线形图等可视化的工具

模型，展示系统运行的结果，加强智慧税务系统的可解释程度等。 

在智慧税务系统运行过程中，记录下模型运行的决策过程，针对复杂的过程，

运用局部敏感性分析、梯度上升等模型解释工具技术进行分析和解释，加强智慧

税务体系的可解释度，此外，可增设专门的审查、监督机制，来确保智慧税务体

系的运行是可理解、公正以及可靠的。 

最后，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存在着各省建设程度不同这一特点，因此，在

推进我国智慧税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应针对性进行改进，对于先进地区可以着力

研究新兴技术如何更好的运用在智慧税务体系建设中，为各地提供经验借鉴；而

针对建设较为落后的地区提供技术、经验分享等方面的支持，通过先建设基础设

施、增强对于各类信息技术的运用程度，追赶先进地区，争取达到全国智慧税务

体系建设的统一；与此同时，在全国层面需要推动、促进智慧税务体系的互联互

通，将全国的智慧税务体系通过运用技术手段等联合起来，探索新技术运用的智

能伦理问题等，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便利、公平、透明的智慧税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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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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