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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车辆购置税的征收管理过程中，原有的征收管理系

统不能更好的满足当下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的需求。为了对生产机动车的企业加

强管理，保证产品生产的一致性，促进生产机动车的行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

在原有的征收管理系统的基础之上，设计一个利用车辆合格证电子信息进行比对

征收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使之应用于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工作中，从而

更好的规范管理车辆计税价格的动态信息，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征收管理的工作

效率。 

本课题从国家税务系统中的车辆购置税征收工作的实际出发，进行车辆购置

税征收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首先描述了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的研究背

景、意义以及国内外车辆购置税的现状；其次介绍了系统设计开发使用的 J2EE

平台与技术、MQ Series 中间件、Struts 框架和 Oracle 数据库等相关技术；然

后对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对系统业务操作流程、系统权限设

置、系统的功能及非功能和系统管理的需求进行分析及说明，并在此基础之上，

论文对征收管理系统进行了系统设计，设计内容包括系统的设计原则、架构设计、

功能模块设计、数据库设计、系统开发的环境及安全设计、二维条码读取功能设

计、接口设计、客户端设计等；最后对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征管系统；电子信息；二维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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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for vehicle purchase tax, the original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can't satisfy currently the demand of vehicle purchase tax.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to the enterpris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motor vehicles,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roduction an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otor 

vehicle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 new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collection of vehicle purchase 

tax by compar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of vehicle certificates, so as to better 

standardize of dynamic inform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vehicle tax price, optimize 

the tax servic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ax administ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ity of collecting vehicle purchase tax in the national tax 

system, this task is to analyze and design th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vehicle purchase tax. Firstly, describ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vehicle purchase tax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ehicle purchase tax at home and abroad; Secondly introduces J2EE platform and 

technology, the MQ Series middleware and Struts framework and Oracle database 

technology us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syste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n 

analyze requirements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vehicle purchase, 

present a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for the flow of business operation system、the 

settings of system permissions、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demand of the 

system management. In so doing,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design includes system principle of design, architecture 

design, function module design, database design, syste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design, the function design of two dimensional barcode reading, interface 

design, client design etc; Finally, carry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summary and 

outlook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wo 

Dimensional Ba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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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车辆购置税（以下简称车购税）是指在中国境内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家规

定与允许销售的机动车车辆中，进行购买、进口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并自己使用的，

在特定的环节应用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操作系统向机动车车辆使用者征收的一

种税。它是在原交通部门收取的车辆购置附加费的基础上，通过费改税的改革方

式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的一种新税种，它只能在单一的范围内进行征收，

比如征收的税率、环节和方法单一等。 

车购税的征收具有特定的用途，它的开征有利于依法合理地筹集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的维护资金，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从而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健

康发展, 加快的车辆道路建设促使车购税取得了巨大发展。这种特定目的的税

收，保证了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为我国交通设施建设和维护提供了重要的资金

来源，促进了我国公路桥梁建设的健康发展, 有利于统筹合理地安排资金，又有

利于保证特定事业和建设支出的需要，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 

在车购税的征收管理上，征收管理系统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2001 年通过

费改税而来的车购税沿用交通部门所使用的征收系统进行税款征收（即车辆购置

费征收系统）；直到 2006 年 12 月后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车购税实际征管工作的需

求，为实现与综合征管系统的对接，正式启用车购税新征管软件，这次升级的车

购税新征管软件与原交通部门使用的征管软件相比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车购税的征管质量和水平，保证了当时费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平稳过

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解决了办理业务时需手工录入导致纳税人拥挤和征收人员

信息录入工作量大等问题，进一步提高了车购税征收管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自 2009 年 6 月起，全面启动运行二维条码申报系统，

该系统应用先进技术、使用简便的二维条码将整个机动车销售与申报流程有机的

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然而，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机动车市

场的逐步开放以来，中国汽车产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机动车的价格和车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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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增长及变动多元化，车购税的征收管理也随着快速的增长，但在征收管理

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的积累和增加，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

矛盾和问题已严重影响了车购税征收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加大了车购税征管的

难度,同时也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宣传力度不够认识不到位 

在历年的税法宣传中车购税是一盲点，广大纳税人对车购税的税种、税率、

计税依据、办税程序等并不是很了解。许多纳税人不知道“车购税”这个税种，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税窗口来办理业务时仍然声称是来办理“车船税”或“附加税”

的；有些纳税人根本就不知道办理车辆登记注册手续之前要先完税，常常是先到

交警队车管所办理车辆牌照时需要车购税完税证明环节才返回来交税；由于之前

由交通征收稽查科代征收费时的随意性较大，在广大纳税人的心里造成了税和费

一样可多可少的印象，要转变为按税务机关的严格要求依法征税的难度很大，他

们往往认为是一线车购税征收人员故意刁难他们并多收他们税款；纳税人对税率

也相当的模糊，国家规定的车购税税率为 10%，车购税的算法是根据购车价格去

除增值税后得到的不含税价再乘以税率 10%，车行销售人员为提高销售业绩往往

对购车人声称税率是 8.5%，很多纳税人就要按 8.5%的税率交纳购置税；这种种

情况都说明了车购税税收政策的宣传、解释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细化。 

2. 发票违法现象严重 

机动车经销商为了逃避或减少自己所要缴纳的增值税、购买机动车的纳税人

为了少缴车购税，为了达到少缴税这一共同目的双方在利益的驱使下，想方设法

的在发票上动手脚，出现了很多违法制造、违规使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侵蚀

税基造成税款流失的违法违章犯罪行为。造成增值税、车购税流失较多的发票违

章行为，主要是不按实际金额填开甚至开具低于国家核定最低计税价格的异常发

票，现在很多经销商有专人代办缴税手续，对自己经营销售的车型的最低计税价

格很清楚，所开发票金额几乎都在最低计税价格左右。销售商为了争取更多的买

主，甚至利用一车多票、伪造虚假车辆价格证明、为第三方代开发票等手段偷逃

车购税，以达到为车主少缴或不缴车购税的目的。 

3. 假完税证明泛滥、偷逃税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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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汽车对于寻常百姓家来说已是

生活的一部分。不法分子为了逃脱车购税，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仿制假的完税证

明，仿制的假完税证明与真的几乎一模一样，没有特殊仪器肉眼无法辨认，从

2006 年以来，每年在办理转籍业务时都会发现假证，这一现象极大的扰乱了正

常的纳税秩序；车主为了省钱省事，交给不法分子少量的手续费，这些不法分子

以帮人代理车辆上牌手续的名义，用假的完税证明到车管所办理车辆登记手续，

这样更加的纵容了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加之由于税务部门和车管所的征收

系统信息没有共享和制约，一些办理车辆上牌业务的部分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责

任心不强、把关不严等，在没有详细的核实和甄别的情况下就直接办理了车辆上

牌手续，甚至于个别执法人员职业道德败坏，与不法分子互相勾结，里应外合，

从而造成了车购税的大量流失，假完税证明泛滥、偷逃税等现象十分严重。 

4. 纳税服务质量不高 

首先，用于征收管理的系统软件功能繁琐、不完善、征管数据录入质量等有

待提高。在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中纳税人信息采集不规范、不全面，税款征收功

能和档案管理功能不尽完善，与新形势下税收征管的工作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车购税税收征收工作，弱化了服务。其次，车价信息采集滞后。车价信

息库调整周期大于车辆市场价格变动周期，部分车购税计税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实

际变化情况，使得车辆计税依据不能反映最真实的客观情况,造成纳税人不理解，

给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难度。再次，在车辆经销、购置和使用环节涉

税信息没有完全实现共享，各管理环节间尚缺乏紧密的协调与衔接。  

5. 刚性不足、执法不强 

目前车购税征收过程中偷税漏税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已办理车辆

登记注册手续（以取得车辆牌照）的应缴税但未缴税的车辆、故意不上牌也不交

税的车辆、征纳双方均不知道要缴税的车辆，这几种情况导致了大量的税款流失。

由于历史客观原因，社会上存在大量已在车管所办理车辆登记注册，而未缴纳车

购税的摩托车和汽车，协作部门部门为了地方利益和自身方便对没有缴纳车购税

的车辆也准予了上户等，面对这些困难国税系统执法人员对车购税纳税人没有任

何检查权限，无法核实和判断纳税人是否已足额交纳车购税、完税凭证是否真实，

更没有专项的车购税稽查收入，严重影响了税收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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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种种存在的问题，车购税的征收工作人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是无法全

部识别与处理的，加上落后和繁琐的征收管理方式对车购税的征收及监管工作带

来了一定的难度，这些因素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车购税的征收管理秩序。相对落

后的申报征收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纳税服务的质量，而服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

税部门的形象，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急需对现有的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进行改

进。另外，随着国家金税工程第三期的实施，作为基础架构的网络系统已经初步

建成，应用软件架构规划已经完成，建立数据集中应用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因

此，为加强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管理，促进机动车行业能持续、健

康的发展；提高车购税征收管理效率，优化纳税服务[1]；规范机动车生产企业车

辆合格证电子信息报送工作，开发设计新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势在必行。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车购税属于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的一种税种，车购税面对的纳税人遍布我国

各级城乡，涉及各行各业，它是一个与广大群众联系密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影响巨大的税种。 

我国汽车企业与国外汽车业一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外的一些发达国

家纷纷采取注资的举措，来挽救汽车企业巨头，反观我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也靠国家动用公共资金对企业实施注资计划，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也是不现

实的。我国的车购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税种，又是一个比较新、比较小的税种。

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征收目的特殊、纳税人特殊、性质的特殊性和征收环节特

殊。从税收性质来看，它作为一次性课征的税种兼具财产税、行为税、商品税等

多种税种的特征于一身，现阶段无法把其正式划归到某一类税种中去。从车购税

征收的目的来看，它是所有税种中目的性很明确的一种税种，税收收入全部属于

中央财政所有，并只用于国家的公共交通公路的建设与维护。从征收环节来看，

它是在纳税人购买应缴税车辆后，在领取车辆牌照之前到税务部门缴纳的一种

税。最后，从纳税人的特点来看，车辆购置税纳税人大多以自然人为主，他们在

法律意识、文化层次、服务需求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研究表明，在国外针对汽车的税收主要分为三个环节：购置环节、保有环节

和使用环节。其中，在汽车购置环节上所征收的税款在整个比例中的税收所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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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很小，而在使用环节上征收的税款所占比例却很高，大约为 60%。然而，在

购车环节中，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采取轻税政策，即征收额都很低。美国的车

辆购置税属于地方税，各州收取比例不同，最多的州也只有 6%左右。而在购车

环节，欧洲只征收增值税，各国税率不同，意大利和法国在 20%左右。购车之后

的使用阶段需要交纳燃油税等税费，而燃油税则是发达国家汽车税收的重头。欧

盟各国的燃油税率普遍在 200%以上，而日本的燃油税率为 120%左右。 

1. 美国——鼓励混合动力车 

目前，美国市场上销售的经济型车占总销量的 60%左右。虽然美国没有针对

排放量的税收政策，但是美国鼓励柴油车和混合动力车的消费。比如，联邦税务

局对混合动力车的用户提供最高可达 3500 美元的税务减免，此外还有州政府的

税费优惠，以此抵消一部分因为使用混合动力车带来的费用增加。比如，丰田混

合动力车普锐斯自 2000 年开始引入美国市场销售，并于 2006 年开始获得美国政

府相关的税收减免。在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购买普锐斯的消费者可

减免3,150美元相关税收，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 3月31日，优惠减至1,575

美元，而从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9 日，优惠仅剩 787 美元。2007 年 10 月 1

日后购买普锐斯的消费者不能享受优惠政策等等。 

2. 德国——放宽购置税免税期 

  08 年 11 月，德国大联合政府两党：社民党和联盟党再次就修改机动车税减

免方案达成一致。按照不久前公布的德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内容，从 11 月 5 日起

对购置所有新车可免除一年的机动车税，对购置特别低排放和环保新车的免税期

可延长至 2010 年底。而根据此次新修改后的机动车税减免方案，将对在今后六

个月内购置环保车的机动车免税期放宽至两年。 

  尽管德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颁布，但社民党对购置所有新车可免除一年机

动车税的方案心存疑虑。社民党批评联盟党缺乏环保意识，并认为这种方案仅仅

有利于大排放车辆。此外，即使在联盟党内也有不少人士存在类似社民党的看法，

因此他们也要求放宽对购置环保车的机动车免税期。这包括对报废老车实施奖励

的计划以及对购置特别低排放的环保新车提供优惠信贷。 

3. 日本——小型车购置税低 

  在日本，购车阶段的费用分为消费税和购置税，分别为 5%和 3%～5%。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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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要交纳 5%的购置税，而微型车只需要交 3%.家用汽车分 1 升排量以下轻自动

车和 1 升以上普通自动车两个类型。相应的，小型车的购置税只相当于大型车的

一半左右。养车费中所包括的汽车驱动税、重量税和保有税也都有相应的优惠。 

4. 韩国——微型车免税项目多 

韩国政府对小排量汽车从购置到使用、保养都有优惠政策。比如，在汽车特

别消费税上，排气量 2.0L 以上的车要交纳总车价的 10%，0.8L 至 2.0L 的车交纳

5%，不满 0.8L 的微型车则免除；在车辆登记税等方面，微型车也全部免税。除

此之外，微型车还可以免交驾照税，享受过路费减半等优惠[2]。 

1.3  主要研究内容  

本论文对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的研究设计来源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具有明确

的应用背景，实际的应用价值和意义。本系统的研究与设计是通过扫描车辆合格

证上的二维条码信息，与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合格证电子信息库中的车价信息进

行比对，确定车辆信息以及最低计税价格，利用该信息进行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

从而大大提高车购税的征收管理工作效率。 

论文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了解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分析国内外车购税的状况，

指出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利用合格证电子信息申报征收的必要性。 

2. 根据征收业务的需要对 J2EE 平台与技术、数据库技术、消息中间件技术

等先进的开发工具及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 

3. 分析与设计合格证电子信息的传输与管理以及在车购税征收管理中的应

用。 

4. 对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进行系统需求分析，对系统的业务流程、系统权

限设置、系统功能、系统管理需求等进行分析说明。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车购税

征收管理系统进行设计，设计内容包括系统的架构设计、功能模块设计和数据库

设计等，并详细描述了系统各个模块功能界面设计。 

1.4  论文结构安排  

本论文结合自己的征收管理工作，通过对车购税征收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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