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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建

设策略，对于推进税收法治建设，提高税收征管绩效，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维

护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安全，树立税收执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2010

年，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全国各省市国家税务局建立健全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工作机

制，要求各地根据不同原因形成的执法风险情况，来完善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工作

机制，降低或化解执法风险，依法保护税务干部。在此背景下，国税系统基层税

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推出显得很有必要。 

本论文是围绕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而展开的。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包含四大模块：一是风

险提示模块；二是过错提报模块；三是过错处理模块；四是系统维护模块。本文

首先对该系统设计的意义、研究背景、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组织结构做了简要的介

绍；然后对论文的相关技术予以详细的介绍，并针对系统的需求进行详细的分析；

给出了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所需的功能。同时重点探讨

了该系统的设计方案；最后通过测试分析，说明该系统的运行稳定、可靠，具有

很强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税收执法风险；数据库设计；CT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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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ct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promoting of the rule by law and 

administration by law, it is significant to take a further study to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tax legality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mpower the taxpayers and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nd thus establish a good image of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organs. In 2010,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asked the state taxation bureau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risk prevention 

work mechanis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sources of related risks. It is effective to put 

the tax cadres in protection of laws by reducing or eliminating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ris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ax system of grass-roots to launch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risk early-w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This thesis is written based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risk early-w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formation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modules: risk warning module，fault reporting module，fault processing 

module and system maintenance module. The paper firstly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ystem design， research background, main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thesis. Then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technology and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is followed, which helps analyze the required function of the tax 

system of grass-roots tax law enforcement risk early-w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discusses the design scheme of the system. Finally,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is system is stable, reliable, and of much practical value through the 

test analysis. 

 

Key word: Tax law enforcement risk; Database design; CT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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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

税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依法行政不仅是提高税收征管绩效，维护纳税人合法

权益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维护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安全的应有之义。2000年

初，国家税务总局领导针对如何有效治理本系统的各类税收违法、腐败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认为“依法治税的精义在于全面实现税收法治化，重点在于用

法律规范约束税收执法行为，并在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税收效率的优化”
[1,2]

。要

进一步拓展信息集中的范围，健全税收风险预警
 [3]

。在此背景下，建立一个与

现代管理理念相融合，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撑的责任约束机制，成为税务机关

依法治税的选择。 

所谓税收执法风险，指的是税收执法过程中潜在的、因为执法主体和执法

人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可能造成税收管理职能失效，进而侵害国家利益或侵害

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这种不作为和乱作为可能对执法主体和执法人

员本身造成伤害等各种危险因素的集合
[4,5]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及时化解执

法风险，保障行政效率，依法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税收执法人员，

组织开发 “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并在国税系统全

面推广应用，不仅有助于完善税收法制化、信息化建设，同时对于促进税收执

法质效的提升，降低执法风险有着重大的意义。 

1.2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现有国税系统内部，对于税收执法风险信息管理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系

统维护，仅仅通过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的一些系统的个别功能得以实现，无法

全面、高效地承担执法风险预警的工作
[6,7,8,9]

。如国税系统内部的税收执法管理

信息系统，存在执法过错信息不完整的问题。该系统只对 CTAIS 系统（即中国

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部分模块操作进行监控。无法采集到完整的执法过错

信息。对执法过错信息处理情况没有实施全过程监控，难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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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出口退税审核系统，该管理系统与 CTAIS 系统不衔接，没有设置操作提示，

不受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监控。 

虽然上述这些应用系统存在着种种缺陷，难以全力承担税收执法风险预警

的职能，但是，这些系统的先行设计和运行，也为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

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

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融入 CTAIS 系统，可以实现执法风险的事前警示；关联执

法系统，实现过错数据处理的自动化；以执法监督和执法监察的结合点为切入

点，实现执法过错追究的自动化。该系统的功能充分借鉴了原有各个应用系统

的功能，并实现了与其他各个系统信息连接互通。 

1.3 主要研究内容 

本论文是围绕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而展开的。“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包含四大模块：一

是风险提示模块；二是过错提报模块；三是过错处理模块；四是系统维护模块。

其开发环境是基于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2003，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Net Framework 2.0，C#），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软件架构方

面采用 Client/Server 模式。本论文从研究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

信息系统入手，在对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明确了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和基本结构，

介绍了其将风险防范与岗位、风险等级、预警级别、过错责任追究、CTAIS 等

操作系统模块（项目）、工作考核等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并将其标准化、数字化。

深入理解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分析和采用的基本

技术架构分析，提出该系统的的构建目标，分析系统建设的的可行性，并对系

统整体的架构设计包括各个模块的详细实现进行测试。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论文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针对国税系统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

系统的开发背景及国内研究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给出系统的开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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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为系统的需求分析。这一章主要描述系统的可行性分析、系统的功

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功能性需求主要表现在风险提示模块、过错提报模

块等相关的功能，同时，详细介绍了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 

第三章为系统的设计。这一章主要介绍系统各组成部分及其联系，系统所

有模块的内容、功能以及详细设计。 

第四章为系统的实现，这一章主要介绍了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

系统的基本功能，通过主要硬件要求配置的实现和系统后台显示界面的实现来

体现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 

第五章为系统的测试。这一章主要介绍软件测试的方法、测试工具、测试

用例和测试结果。 

第六章为总结与展望。对本系统设计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进行总结，进一步

展望更新、更科学合理的系统为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防范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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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指理解用户需求，使软件功能与客户需求达成一致，估计软件

风险和评估项目代价，最终形成开发计划的一个复杂过程
[10,11]

。就国税系统而

言，所设计的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理信息系统应具有先进性、可靠性、可

扩展性、可管理性和安全性
[12,13]

。 

2.1 系统可行性分析  

2.1.1 技术可行性 

硬件：计算机的存储量大，运算速度快，成本较低，外部设备的功能好、

效率高、可靠性高，通信设备的能力、质量都满足要求。 

软件架构：采用 Client/Server模式。系统 Server端：一个服务。Client

端：助手程序、风险库管理、自定义过错管理、税收执法后处理、CTAIS 操作

时监控及提示。具体如图 2-1所示。 

 

 

图 2-1 系统软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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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2003，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Net Framework 2.0，C#），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2.1.2 经济可行性  

从经济角度看，投资要小于回报，决策者才会实施计划。本系统的开发过

程所进行的投资虽然耗费了一定的资金和人力物力，但是作为国税系统重点推

广普及的项目，将来甚至可能作为国家税务系统所推广的项目，其对于防范税

务执法人员风险，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效益，加之其与其

他系统的有效兼容，节省了因系统更新所造成的浪费[14,15]。因此，从经济上的

分析，该系统的开发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2.1.3 运作可行性 

1、与现有软件的兼容性。 

（1）、该系统的运行不影响现有各系统电子业务流程，体现安全性。在

CTAIS 系统等征管业务操作系统上增加一个风险提示模块，在税收执法管理信

息系统上增加一个将考核信息导出的功能，都不影响现有软件数据处理流程。 

（2）、不会给执法人员带来重复操作的问题，体现便捷性。风险提示模块

不是必看的，需要看的可以点击查看，获得操作提示帮助。按照有错必究的原

则，执法过错处理模块链接到 CTAIS 系统等操作界面，有过错预警信息则要求

首先处理过错预警信息，在 CTAIS 系统界面点击可以直接进入预警系统及时处

理过错预警信息。无过错预警信息则不需要一般执法人员主动进入预警系统查

看信息。因此，只有个别发生了过错的人员才操作本系统。 

2、建立配套制度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已制定的《基层税收执法风险预警管

理信息系统试行办法》、《兼职法制员制度》等制度能保障系统顺畅运行。对于

业务标准规范，由总局、省局印发的规范性文件来进行统一规定，确保了业务

标准规范的一致性。 

3、系统具有可扩展性。税收业务风险库代码分类设置已考虑业务的可扩展

性。下一步可建立行政管理权风险库，实现对行政管理权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

可进一步升级为依法行政考核管理系统。将来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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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数据可自主增减、修改。 

2.2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2.2.1 主要功能概述 

本系统设计的目标是全面评估和审视现行基层税收执法的各项机制制度，

针对容易形成执法风险的“制度陷阱”和心理行为特征，分析执法环节中存在

的重大风险点及形成诱因，引导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正确判断处理执法风险与

管理风险、执法风险与纳税人遵从风险之间的关系，依法合理界定执法人员的

责任界限，使各监督部门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及时化解执法风险，依

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税收执法人员。 

为了及时纠正税收执法过程中的过错行为，以及对过错行为的自动化追责，

及时警示执法人员，进而达到规避执法风险的目的，本系统包含四大模块：一

是风险提示模块，即在 CTAIS 系统上融入一个风险预警模块，用户只需要正常

登陆 CTAIS，然后进入具体业务环节，就可以查看该业务环节的执法风险描述

以及防范要点；二是过错提报模块，即发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以外的过错

行为，通过过错提报模块处理后转入过错处理模块；三是过错处理模块，通过

风险预警信息和业务整改的标准化处理，实现对过错行为和因此需要业务整改

的无纸化处理，提高追责效率和完善征管措施；四是系统维护模块，对因现行

税收政策、制度以及机构发生变化，或者系统出现问题需要修改更新维护的，

通过系统维护模块来实现系统维护。 

故系统基本功能如下： 

1、风险防范标准化 

根据省局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库，结合计算机的要素需要，将风险防范库的

内容以三级子目录细分至具体业务环节，将该业务环节的可能产生的风险点和

防范要点进行详细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描述，同时编制六位序列号与预警分值、

预警等级对应，使本系统只要识别六位序列号就可以确定该风险行为的预警等

级和预警分值。 

2、风险点的即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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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模块可以根据操作人员在 CTAIS 系统中选择的业务操作环节，提

示相应业务环节的风险点的具体内容，包括该风险点的序列号、风险点描述、

风险防范要点、预警级别、预警分值和过错处理依据。对于行政处罚类执法行

为，通过链接的方式提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细化规则及风险防范要点。 

3、过错信息的无纸化处理  

预警过错信息处理过程各个环节的相应电子表单，包括过错行为的提报、

调查确认、处理依据、行政处理形式以及执行，有关人员在相应环节操作时，

只要根据表单的格式录入对应的内容即可，实现处理过程无纸化和自动化。 

4、过错反馈的制度化 

系统通过预警告知书的反馈功能，实现过错行为纠正情况以及风险行为的

警示的制度化。 

5、过错提报标准化 

过错提报人员将提报内容先预判是否属于风险防范标准库，然后根据《执

法过错提报处理单》的要求进行过错提报。 

6、业务整改标准化 

需要进行业务整改的过错行为，通过本系统业务整改程序，确定整改的主

办部门和协办部门，根据整改内容，制作《业务整改通知单》分送到有关部门

整改，并通过系统反馈。 

7、查询与统计功能 

以市、县（局）为单位细分到股（所）、以行政执法项目为统计单位，分月

可累计，能及时查询并掌控发生过错的时间与空间、要素与频次、对象与程度

等。 

2.2.2 详细需求阐述 

1、风险提示模块 

（1）、流程简介 

登录客户端—→选择业务环节—→显示风险点 

（2）、业务前提 

所有的 CTAIS 用户发生此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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