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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背景。税务部门

作为一个掌管着国家财政民生的重要职能部门，亦紧跟时代步伐，以信息技术为

支撑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及各项业务工作。根据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开展的阳光示

范县活动，云南省普洱市地方税务局在积极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对

于各类政务信息的处理和发布、查询这一薄弱环节，响应要求积极思考探索，并

着手实践。设计一套基于触摸屏或 PC 机使用的信息公开系统不仅有效展现了科

技管税的要求，使税收征管工作更加严谨、更具效率，也将监督权、知情权透明

化，更好的服务纳税人。 

本文的研究由基层税务机关这一立足点出发，从信息公开系统建设的发展状

况及信息化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对信息公开系统的设计及其实现的三层架构、数

据库技术及 C/S 等技术进行可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对普洱市墨江县地税局

阳光示范县信息公开系统的工作需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系统的体系架构及

系统功能模块进行设计与实现，初步研发出一套基于税务机关内部广域网络、适

应基层信息管理工作的应用程序。 

 

关键词：信息公开系统；C/S 三层架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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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today's global informatio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trades and 

professions cannot do withou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ckground. The tax 

department as an important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national financ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mproving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all the other work with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uring the 

Sunshine Model County Activity held by Yunnan Local Taxation Bureau, Puer Local 

Taxation Bureau takes an active part in it, dealing with the weaknes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isseminating, querying,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x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ing a set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 used on the touch screen or PC not only effectively 

display the requirements of tax man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makes the tax collection more rigorous, more efficient, the right of supervision, the 

right to know more transparent, at last serve the taxpayers better.   

Based on the view of grass-roots tax authorities, this study elabo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concepts 

of informationization, conducts a relatively intensive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 and its realized three-layer architecture,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C/S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ork request of Sunshine 

Model County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 in Mo Jiang Local Taxation Bureau, 

Puer City, and on this basis, design the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al module of the 

system and make it realized, a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program based on internal wide 

area network of tax authorities and is applicable to grass-root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as been developed. 

  

Key Words: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 C/S Mod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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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相互促进、加速发展，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也正处于全面推进国民经济和

社会信息化的关键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化建设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发

展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

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胡锦涛总书记的十八大报告中，有 19 处表述提

及信息、信息化、信息网络、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更重要的是，报告明确把“信

息化水平大幅提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的税收管理已难以适应现代化的社会

经济发展，加强信息化建设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自 1993 年开始实施的“金桥”、 

“金卡”、“金关”等重大信息化工程，拉开了我国信息化的序幕。税收是国家财 

政收入的主渠道，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提升税收工作水平，一直是税务系统的 

重要工作目标。“金税工程”是“十二金”工程的重中之重，早在 1994 年就被列 

为“三金工程”之一，是我国政府机关早实现信息化的项目之一。在国家税务总

局的领导下，税务信息化历经多年由“金税一期”发展到目前即将推广的“金税

三期”，加快了税务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也为税务机关向公共服务模式加速转型、

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对外管理上，真实、全面地了解纳税人的

相关信息，加强税源监控、税务稽查，防止税收流失，是我们信息化建设的主要

目标。在对内管理上，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信息化管理工

作水平，这是税务机关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并加强对外税收法规

宣传、树立税务机关良好的社会形象的必然要求，也是税务机关坚持“科技管税”

方针，加快税务信息公开系统的建设与完善步伐的源动力。税务信息系统，就是

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以及通信技术，实现税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类、储

存、检索、统计分析、传输、应用的系统化、网络化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税务信

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税收信息化的核心，涉及到税务业务、行政、决策、为纳

税人服务等各个信息。所以构建适应税务管理的信息系统，是实现税收信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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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为响应省地税局“阳光示范县”活动，普洱市地方税务局在推进税务信息化

建设方面不断地实践与探索，并将信息化建设作为实现普洱市地方税务局进一步

发展和税务管理现代化的优先战略目标，作为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水平、提

高服务质量、增强组织核心竞争力和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坚持把信息

技术运用与税务管理改革紧密结合，不断提高税务管理工作的技术和水平。但是，

系统发展现状距离总局要求的无纸化办公系统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各类政务

信息的处理方面依然存在大量的纸质资料传送，信息的发布、查询也不能够尽如

人意，还停留在人工操作的水平上。这表明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税收业务的发

展、人员工作效率意识的提高以及对信息深层次挖掘的迫切需要，旧的平台建立

起来的政务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已难以满足需求，新的高效的信息系统平台研发刻

不容缓。普洱市墨江县地方税务局现有的内外网站、触摸屏系统由于定位原因，

只能零碎地满足一小部份信息公开内容的发布，不但不利于内容发布更新，更不

利于纳税人有效获取相关信息，为了更好的做好阳光公开工作，为纳税人服务，

普洱市墨江县地税要求市局开发一个套专门用于阳光公开的触屏软件系统，以便

利用大厅闲置触屏发布相关公开信息。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随着 Internet 的普及，发达国家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税收平台的透明

度也不断增强，对纳税人的服务也愈加全面；面向对象技术的不断成熟，特别是

三层架构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不断出现的新的业务对技术的需求，并已取代两

层架构。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税收业务上。

各国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建立庞大的计算机网络，有统一规范的信息系统支持，

各种纳税事务的处理，包括对纳税人的监控和稽查，都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收

到很好的效果。所以，除税收法制健全外，税务工作拥有先进的管理手段，是这

些国家税收秩序良好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把税收电子化作为

加强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主要措施来抓。在我国，税收信息系统是国家电子政务

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税收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税收信

息系统基础建设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截至 2004 年底，地税系统四级广域网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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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联通，省级地税局己全部与总局联网，部分省地税局开通运行了本系统的广域

网，硬件配备初具规模。同时税务系统的各级干部对税收信息系统的认识水平有

了较大提高，税收信息系统的建设人才队伍得到发展、全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得

到提升。  

我国税务信息化的发展大致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模拟手工操作的税

收电子化阶段，其总体特征为采用数据库技术，依托单机或局域网，涉及税务应

用的操作层次，税收业务的重要环节实现了操作的计算机化。第二阶段是步入面

向管理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阶段，其总体特征为采用关系型数据库、客户机服务

器模式及图形化界面，依托广域网进行分布式处理税收业务。第三阶段是实现创

造税收价值的全方位税收服务系统阶段，其总体特征为采用 web 技术和组件化结

构，依托互联网实现集中式处理，并对纳税人进行全面的管理与优质的服务。从

2004 年开始，我国税务信息化建设进入了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的关键时

期，与第一、第二阶段相比，第三阶段所涉及的税务业务应用已从简单的税务业

务操作发展到深层次的税收管理和高层决策，这些变化对信息技术在税务领域的

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我国税收领域的技术架构模

式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在经济技术发展

较好的地区，已经逐步采用了先进的三层架构代替传统的两层架构模式，在技术

上突破了两层架构对于网上服务方式的限制，对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供了有

力保障；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还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改造，所以在一定时

期内，三层架构和两层架构还将在我国税收领域存在并存，但是三层架构对两层

架构的替代是必然的[1]。 

从目前我国税务信息化发展趋势来看，地税信息系统已经进入税务管理工作

的各个方面，开发应用了综合征管系统、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网络发票信息

管理系统、公路内河货运发票管理系统、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系统、车船税代扣

代缴信息管理系统、存量房信息管理系统、稽查管理信息系统、稽查查帐系统、

财务管理系统、公文处理系统、会统报表系统、重点税源分析监控系统等。各国

税务机关还开发应用了远程电子报税、税银库联网系统、电话报税、IC 卡报税

系统等。这些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税收信息化的水平，提升了税收征管的质量

和效率，节约了税收成本，有效堵塞了偷逃骗税的漏洞，提高了为纳税人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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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保证了税收应收尽收职能的顺利实现。从技术领域来看，架构模式的变革

将越来越重要，以往两层架构模式，由于在项目开发、应用升级、管理维护等方

面存在固有的缺陷，将被三层架构所替代。税务信息化建设与其他行业信息化建

设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由税务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税务部门对内要面

对各方面特殊需求的业务人员，完成日常的业务和行政工作，对外则要面对各政

府部门、银行、纳税人等不同的服务对象，需求的不断变化，要求信息系统来有

力支撑。  

当前，税收信息系统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前期基本采取“自下而上”

的建设方式，系统缺乏整体规划，建设和运行成本较高；系统建设周期过长，为

解决临时业务需要开发使用的系统过多，且因技术的发展变化和技术标准执行不

严，各系统间兼容性差，资源共享不充分，地区间技术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严重；

有关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各种应用系统基本上是手工再现，质量不高；较多业务

不能进行衡时处理，加大了对设备资源的需求并产生闲置；税务部门与其他部门

间的信息交换存在较多困难，影响了税务信息系统的运行质量；税务系统工作人

员的信息化素质尚需提高，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缺乏；对信息资源的加工利用水平

较低，应用格局过于分散，数据处理节点沉淀在基层；应用平台不统一，设计思

路各异；按照应用系统配设备，导致设备投资巨大，设备数量多、档次低、利用

率低，而且分散在省、地市、区县各级单位，管理和维护十分不便：缺乏统一标

准规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信息系统建设的进程。因此，

通过技术措施，实现资源整合，解决上述问题是税收信息系统面临的迫切任务。  

1.3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构安排 

1.3.1 本文主要内容 

    税务信息化管理工作走电子信息化道路是当前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各级税务

机关，基于电子信息手段进行政务管理已成为机关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普

洱市地方税务局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快了全市地税

信息化建设的步伐。目前云南省各级地税机关内部广域网建设日益完善，但在税

务信息的收集、编辑、发布上，还处于纸质办公阶段。信息处理并送交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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