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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

根据CNNIC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0 年 6月底，我国互联网网民已经达到4.2

亿人，突破了4亿关口，互联网普及率攀升

至31.8%，较 2009年底提高了2.9 个百分点。

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成熟快速的技术发

展，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应用的群体规模稳

定增长，应用电子商务的个人用户和企业用

户都在显著增加。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给不同地区

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此情

形下，企业更愿意利用电子商务来开拓销售

渠道，个人也倾向于通过网络购买性价比更

高的产品，因此，金融危机给电子商务提供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从 2009 年下半年开始。

经济环境逐渐回暖，企业、个人的信心都在

增强，电子商务的发展势头更加良好。

从 2009 年至今，我国各级政府对电子

商务发展进行了大力扶持。电子商务监管的

条例更加务实，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加明确。

这些新变化有利于政府未来对电子商务的规

范化进行引导和推进，更有利于电子商务市

场的长远发展。2009年，我国电子商务整体

交易规模达到 3.6 万亿，同比增长 22.9%。

据艾瑞咨询预测，我国的电子商务正处在快

速发展时期，预计2013年将达到12.7万亿元。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其诸多不同

于传统交易的特点逐渐显现出来，电子商务

对建立在传统的生产、贸易方式之上的税收

法律及税收征管造成严重冲击，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的
立法现状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电子商

务的税收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

目前电子商务较为发达的美国、日本、欧盟

等国家和地区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已经对电子

商务的税收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和

研究。少数国家颁布了一些有关电子商务税

收的法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就电子商

务税务政策形成了框架协议，并确立了一些

原则。美国是电子商务应用最早、普及率最

高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颁布了一系列

有关电子商务的税收法规，如美国国会于

1998 年通过了《互联网免税法案》，对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ISP）提供的网络接入服务暂不

征销售税或使用税；对在网上销售而网下无

等同物的商品与服务，如数字化产品及劳务，

暂不征税。此外，美国还力推将互联网宣布

为免税区，凡无形商品经由网络进行交易的，

无论是跨国交易或是在美国内部的跨州交易，

均应一律免税。欧盟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没

有美国成熟，主要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

我国政府意识到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4 年 8月28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经十届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通过，并于2005年 4月1日实施。

这部法律为电子商务中信息流、金融流和物

流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环境，对于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

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

快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加强电

子商务税费管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信息

化工作办公室在 2007年 6月发布了电子商务

发展“十一五”规划，规划中指出，相关部

门需研究制定包括网上交易税收征管在内的

多方面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但是，在实际

操作中，我国当前的电子商务税收管理还是

一片空白，主要表现为：第一，目前我国没

有专门针对电子商务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部分企业因为高新技术的企业性质可以

享受国家相关的税收政策外，税法并没有针

对电子商务企业制定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

因此也无法体现税收政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

调节作用。第二，目前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的

税收法律制度尚未出台。由于缺乏相关的法

律法规，一些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逃避税

收，使传统商务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不利

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也不利于营造一个秩序

良好的电子商务交易环境和诚信体系。

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体系的构建

构建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体系，首先

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和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出

发，确定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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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

应集中在对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上。

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应当遵循征管公

平原则。在税收征管上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纳

税人，使其承担同等的税负；要针对电子商务

特有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征管方式。另外，在

税收征管中既要提高税收的征收率，做到应

征尽征，增加税收总收入；一方面还要减少

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在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中，还应当

注意尽量减少对现有税收征管制度的冲击，

避免税收征管制度动荡对经济产生影响。

第一，根据电子商务的发展，适时调整

我国税收实体法，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法。

除考虑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登记制度，使用

电子商务交易专用发票，确立电子申报纳税

方式，确立电子票据和电子账册的法律地位

之外，还应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

律责任，以及严格实行财务软件备案制度

等问题。

第二，逐步建立健全电子商务税法和其

它法规，实现与国际电子商务相关法规的接

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助于规范我国

电子商务的发展，使我国在将来的电子商务

多边贸易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第三，加大对电子商务行业和企业的税

收优惠和政策支持。目前，我国电子商务服

务业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网上支付的安全

问题、身份认证问题等，要加快我国电子商

务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我国电子商务服务行

业如金融行业、物流行业、认证行业等行业

的发展。国家政策的扶持和相关的税收政策

可以有力的推动电子商务服务的发展，并对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除

了制定有关电子商务的优惠政策外，还应制

定与电子商务密切相关的高科技产业的优惠

政策。如对建立电子商务交易中心、提供电

子贸易服务的企业和网络服务商给予税收优

惠；对以电子商务为载体的新型服务行业给

予供政策优惠，如减免营业税；对企业利用

电子商务进行国际型产品销售或服务加大鼓

励力度；对企业进行内部技术更新、提高自

动化程度、信息化程度的投资以及电子商务

建设，给予税收优惠等。

第四，政府应加强对电子商务的监管。

由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交易双方很容易产

生信息不透明、彼此不了解的情况，极易导

致交易发生纠纷和摩擦，政府部门和相关的

行业协会应当加强监管和行业的自律，对从

事电子商务的企业进行诚信和道德监督，致

力于营造安全、信任的电子商务环境，规范

电子商务的发展。政府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

的法律政策和税收政策，使电子商务企业有

法可依。

第五，加强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建

立高素质的人才储备。为了适应经济信息化

和税收征管信息化的要求，统一和制定符合

现代网络经济和网络社会特点的税收征管业

务规程，建立新的税务信息系统运行和管理

体制 ,形成新的税收管理模式。建立与海关、

金融机构、企业、工商甚至外国政府间的信

息共享网络，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

有效监控。在城市一级建设现代化的、以广

域网络为依托的、充分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的税收监控体系和税收征管体系，并以此为

基础建设完善的全国各级宏观税收征收、管

理、分析、预测、计划信息库，形成全国税

收征收、管理、分析、预测、计划体系和机制。

针对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开发、设计、制

定监控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软件和操作标

准。加强税务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使广

大税务干部既懂得信息网络知识，又熟悉电

子商务税收征管业务，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

的税务队伍。

21世纪是一个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的

信息化社会，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己经成为

不可逆转的潮流，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建

设正在使工业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和知识经

济。在这一大环境下，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国际互联网在全球

的普及，电子商务逐渐成为风靡全球、商贸

领域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商业运作方式。

相对于传统商务活动而言，这种新的商

业运作方式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它推动

了商业、贸易、营销、金融、消费等社会经

济领域的创新，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电子商务的发展

水平与发达国有较大差距，同时还存在着技

术落后与研发应用不到位的问题。但是，电

子商务是未来贸易的发展方向，对经济增长

和企业竞争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如何引导

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是我国政府亟待解

决的问题。电子商务的优越性很大，但推动

电子商务的发展，需创造一系列条件，尤为

法制环境，电子商务有着与传统商务不尽一

致的特殊的交易规则，启动电子商务需要新

建法律、规章和政策的环境，以及必要的标

准与规范。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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