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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构建现代税收管理新格局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通过近几年来税收工作的实践

证明，要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把先进的信息技

术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走“科技兴税”之路，创新管理手段，取

得税收管理格局的突破。本文在目前税务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分析了我省税收

管理员制度的现状；阐述了建立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管理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描述了我省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的功能；实证分析了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

统的税收效率；进而针对目前的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完善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 管理员； 信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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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modern tax administration are a wide range of 

work,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ax revenue in recent years has proved tha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efficienc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eople's initiative 

combine, go "technology tax" on the road,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the pattern of tax administration. Tax in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analysis of the province of the status quo tax system 

administrator; set up on the tax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administrator 

supporting the need and feasibility; described in our province tax system administrator 

supporting information function; empirical analysis supporting the tax administrator of 

the tax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systems; to the tax administrator for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systems suppor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blem, a tax administrator to 

improve information systems supporting the proposed measures. 

 
 
Keyword: Tax; Administrator; Inform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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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现端倪，信息化已渗透到我们生

活的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税务信息化建设也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信息化建设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从单机到网络，极

大改变了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在规范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增强税源监控，

提高决策依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改善纳税人服务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

传统税收征管理念的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广大税务干部在多年的工作实践

中真正体会到了利用信息化手段给管理带来的方便和好处，对国家税务总局没有

统一开发的一些手工模式业务有强烈要求通过计算机进行业务流程自动管理的愿

望。2004 年在全国税收征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大力实施

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如何对税收管理员所从事的税收工作通过信息技术

实现规范化、模版化、科学化，却有待于我们进行研究和探索，本文按照这一思

路，在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对云南省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的现状分析，提

出了建立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的必要性和可型性，并从税收效率及税源管理

方面做实证分析，指出了建立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的现实意义以及完善此系

统的对策建议，从而建立一套满足实际税收管理员工作需要的信息系统，以强化

业务管理、规范税收执法、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人机 佳结合。 

1.2 论文范围及创新 

本文从税收管理员工作现状出发，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对税收管理员辅助信

息系统以及使用该系统对税收管理工作所带来的成效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对系统需要改进的方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针对税收管理员工作的特点，提出了管理上全面可行的建立税收管理

员辅助信息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 系统的应用可以帮助税收管理员全方位掌握其管户的信息，帮助税收

管理员知道要做什么，该怎样做，做得怎么样，从而达到利用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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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辅助税收管理员完成 主要的日常工作的目的。 

（3） 在规范税收管理员的工作行为、实现信息共享以及提高工作效率减低

税收效率方面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3 论文结构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 

 第 1 章给出本文研究目的、范围、创新点。 

 第 2 章以税务信息化建设的为背景，分析了目前我省建立税收管理员制

度的现状。 

 第 3 章阐述了建立税务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 4 章描述了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的功能概况。 

 第 5 章是本文的核心从税收效率及税源管理等方面做实证分析，阐述了

推广应用该系统的现实意义。 

 第 6 章提出了对完善税收管理员辅助信息系统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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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税收管理员制度现状分析 

2.1 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现端倪，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信息

化时代。税务部门作为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更是把信息化建设摆在日益突出的

地位，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规范税收执法，优化纳税服务，强化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  

1994 年税收制度的改革拉开了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序幕。当时人们对信息化的

理解只是停留在文字、表格的处理和简单的报表处理上。很多人理解信息化就是

上计算机，用计算机代替手工操作。1996 年之后，为了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管理，必须借助网络的依托，实施了金税一、二期工程的建设。网络的作用初现

成效，人们对信息化的理解上升到系统化、网络化的层面。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

进一步推进，中国税收综合征管软件的推行，认识到信息化建设给税收工作带来

的效率化、规范化、科学化，更加认识到实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认识到信息化首先是规范化，它要求税收业务、机构改革、人事改革配套进行、

是对原有税收格局的一场深刻革命。 

2.1.1 金税一、二期工程的主要内容 

金税工程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1994 年税制改革，形成了以增

值税为主要税种，以流转税为为主的税制体系。新的税收制度，为保障国家财政

收入、实现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增值说专用发票偷

骗国家税款，造成了税收收入的流失，严重破坏了税收秩序。利用网络等计算机

技术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无疑成了税务机关 佳的选择。1996 年，增值

税交叉稽核系统在全国全面推广。在此基础上，2000 年 7 月，总局——省局——

地市——县区局的金税二期广域网络如期建成，金税二期工程全面推行。金税二

期工程包括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增值税交叉稽核系统，发票

协查系统。防伪税控开票系统运用数字密码和电子信息存储技术，通过强化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防伪功能，真实掌握企业的销项税额，实现税源监控。税务机关利

用扫描仪将发票图像扫描到计算机，有智能软件识别出发票密码，由密码系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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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还原成参与加密的数据并与发票票面信息一比对，从而识别发票的真伪。纳

税人购进货物取得的发票，必须经税务机关认证无误后才能抵扣。增值税交叉稽

核系统是通过网络，对发票的存根联和抵扣联进行比对，对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

时实监控。发票协查系统的作用是，对有疑问的和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件信息，认证系统和稽核系统发现的涉嫌伪规发票，以及协查回复的专用发票

信息，通过税务机关的内部网络逐级传递，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协查系统进行监督

和管理，提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协查速度和回复率，确保查处工作的质量。金税

二期的顺利实施，作为增值税生命线，为打击偷骗税和加强税务干部队伍的建设

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2.1.2 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金税三期的主要内容 

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是[1]：按照统筹规划、

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合资源、讲求实效，加强管理、保证安全的

原则和一体化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包括“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

个系统”的金税工程建设。目前，税务信息化建设强调的是“集中”、“联网”和

“服务”三方面。其中，“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指：根据

一体化原则，建立基于统一规范的应用系统平台，依托计算机网络，总局和省局

高度集中处理信息，覆盖所有税种，所有工作环节，覆盖各级国地税局并与有关

部门联网，包括征管业务、行政管理、外部信息、决策支持四大子系统的功能齐

全、协调高效、信息共享、监控严密、安全稳定、保障有力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

“集中”指：“数据集中”、“业务处理（管理）集中”和“机构设置（扁平化）集

中”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联网”也就是“三个覆盖”的内容。指应用的内容要

逐步覆盖国地税的所有税种和所有工作环节，并与相关部门联网，形成全国性的

大规模网络应用。“服务”是指税务工作由管理监督型向服务型转变，包括为纳税

人服务和为税务干部服务，在适当条件下，提供更快捷方便的个性化服务。 

2.1.3 我省税收信息化建设现状 

随着金税一二期工程的顺利实施，信息化给传统的税收征管带来的成效日益

显著，“科技兴税”的理念逐步形成，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总体部署下，我省的税收

信息化建设按照“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合资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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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保证安全”的原则和税收信息化“一体化”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税收工

作的宗旨和主题，以强化税收管理，优化纳税服务，规范业务流程和提高工作效

率为目标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全省信息化的机房建设、网络建设、

制度建设、运维体系建设、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技术队伍建设初具规模。全面完

成了云南国税省级集中应用系统平台建设，综合征管系统、防伪税控系统、稽核

系统、协查系统、税控收款机管理系统、税收执法系统、财务系统、人事系统、

公文处理系统、出口退税系统、车购税管理系统等 11 个系统在全省成功推行。成

功开发了具有较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监控分析系统、纳税人电子服务平台等多

元化申报系统等应用软件，实现了税收主流数据的省局集中，全省 671293 户纳

税户实现了计算机管理，覆盖了税收征管的各方面，包括管理服务、征收监控、

税收法制、税务执行、税务稽查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我省税收征管的科学化、精

细化、专业化管理，规范了税收执法、优化了纳税服务，提高了税收工作的效率，

减低了税收成本，特别是人们对信息化的认识逐步加深，人们的税收管理理念发

生深刻变化，为金税三期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观念基础。 

2.2 税收管理员制度的理论及现状分析 

2.2.1 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的背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将科学发

展观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全过程。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税收工作，就是

要大力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所谓科学化

管理，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和掌握征管工作规律，善于运用

现代管理方法和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税收征管制度体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规范征管工作，提高管理的实效性。精细化管理就是要按照精确、细致、深

入的要求，明确职责分工，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岗责体系，加强协调配合，避免

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抓住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区别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

采取措施，抓紧、抓细、抓实，不断提高管理效能。科学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精细化管理是在科学化指导下，体现集约管理、注重效益的要

求。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实现税收征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必由之路。笔者

认为，要求建立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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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行征管质量不高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完善，形成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

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在这种税收征管模式下，我

国税收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等

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引发了我们对该税收征管模式不足之处的思考：

一是“集中征收”使征收部门对纳税人纳税报表的审核只能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层面

上，以表审表，而无力顾及其实质内容；二是“重点稽查”使稽查部门疲于应付频频

发生的增值税发票案，各种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少之又少，稽查局专司打击偷、

逃、骗、抗税的职能大打折扣，加之有些地方片面认为除稽查部门外，管理部门

不能下户，将管事与管户割裂开来，忽视了对纳税人的实地检查，对纳税人生产

经营情况、物资进出情况、财务状况了解不够，底子不清，出现了疏于管理的情

况；三是实践中征收、管理、稽查等部门“各自为战”，使税源管理相互脱节；国税、

地税、工商、银行等部门互不通气，造成漏征漏管严重，使“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

信息共享”停留在纸面或口头上；四是税务机关未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内部职责制

约机制与制度，出现了对同一纳税户，征收、管理、稽查部门都在管，而当纳税

户出现问题时，上述管理部门又相互推诿的局面。以上种种问题造成了税收工作

的停滞不前，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税收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税收管理工作既要为国聚财，

又要执法为民，做到服务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税收，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而现有的“征、管、查”三权分离模式，和近似“足不出户”的管理办法，既增

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也是税务机关弱化了对税源的管理，因此，要求我们建立一

种既发扬专管员“分片管理，责任到人，职责到位”的职能，又要屏弃其“各税

统管，集征、管、查于一身”的职能的制度，这就是税收管理员制度。 

  (二)新时期的税收征管目标 

  2004年7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全国税收征管工作会议中提出新

时期税收征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新时期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大力推进依法治税，

不断更新管理理念．按照税收征管的内在要求完善征管体制、夯实管理基础，实

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笔者认为，精细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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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是要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明确职责分工，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岗

位责任体系，加强协调配合，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抓住税收征管的薄弱

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抓紧、抓细、抓实，不断提高管理效能。而在目前

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建立、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实现精细化管理目标的重要措

施之一。 

2.2.2 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一）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内涵  

税收管理员(简称专管员、片管员)是基层税务机关分片(业)管理税源的工作人

员，隶属于税源管理部门。税收管理员制度．是指国家为了加强税源管理，建立

的税务管理人员亲自接触纳税人、了解掌握辖区内纳税人税源及其变动情况，解

决税务人员对纳税人税源，情况了解不足、掌握不实、疏于管理等问题的一项制

度。在该制度下，税收管理员的职责范围包括：税收政策宣传送达、纳税咨询辅

导；掌握所辖税源户籍变动情况；调查核实管户生产经营、财务核算情况；核实

管户申报纳税隋况；进行税款催报催缴；开展对所管企业的纳税评估及其税务约

谈；提出一般性涉税违章行为纠正处理意见；协助进行发票管理等。概括地讲，

税收管理员是“信息采集员、纳税辅导员、税收宣传员、纳税评估员和税收监控员”。

但税收管理员不负责税款征收、税负核定、涉税审批及涉税案件的稽查。 

税源管理重要事项由部门集体研究。税收管理员下户执行各项税源管理事务

时，要提出报告，按计划和规定程序进行，并接受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的监督。

所获税源信息要记录归档，实行共享。税收管理员实行2年定期轮换制度。各级税

务机关要制定税收管理员工作规范，加强对税收管理员的管理、监督和考核。 

（二）税收管理员制度的作用 

许多人认为，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对我国传统“专管员制度”的恢复。在我国的税

收征收管理史上，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集征、管、查于一身的专管员制度，在沟

通税企信息、促进征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我国的征管

模式一直以专管员为核心，1994年税制改革后，实行了新的征管模式，税务机关

一度不再提税收专管员或税收管理员。如前所述，新征管模式的实施中普遍出现

了“管事”与“管户”相割裂的现象，因此，当前的税收管理员制度又重新发挥其作用。  

然而，目前实行的税收管理员制度并非传统专管员制度的简单“回归”，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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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专管员制度加以“扬弃”的一种新制度。所谓“扬”，就是发扬和借鉴过去专管员

制度下的“分片管理、责任到人、考核到位”、既管理又服务等良好传统．密切税企

联系，疏通联系渠道，以利于改进和完善税源管理的各项措施，切实解决“疏于管

理，淡化责任”和“情况不明，信息不灵”等问题。所谓“弃”，就是摒弃和克服专管

员不受制约“一人进厂，各税统管，集征管查于一身”的弊端。从而，变集权式管理

为分权式管理，变全程式管理为环节式管理，变“保姆式”服务为依法服务。 

1.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加强税企联系，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税收征管模式的理解偏差，过分的强调“集中征收”、

“重点稽查”，出现了管事和管户相脱节的现象，对征管对象的管理出现断档，纳

税资料的收集、传递、申报主要依靠纳税人的自行上门申报获取，税务机关工作

人员只是在计算机里以表审表，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资金流向、财务状况、

会计核算资料缺乏实地调查，对纳税人申报的纳税资料的真实性无法准确判断。

通过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建立，使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实现了“管事”和“管户”的

结合，及时掌握了纳税人的有关涉税信息，摸索出了征管规律，从而可以实现对

纳税人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税收管理员通过对纳税人零距离的接触，把国家

的税收政策、变动情况及时告知纳税人，严格执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倾听管理

对象的呼声和建议，为管理对象出谋划策，不断提高纳税人依法办税的能力和对

税法的遵从度。使各项优惠服务落到实处，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 

2.有利于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王文彦司长在2005年接受新闻单位采访时明确指出“经

济决定税源，税源不等于税收，税源只有通过征管才能变成税收。税源与税收之

间的差额是税收流失，差距越大，说明征管水平越底；差距越小，说明征管能力

越强”。要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就必须强化税源管理，将税源管理的

责任落实到人，以不断缩小税收与税源之间的差距。而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均离不开税收管理员工作的努力，他们既是密切税企关系的桥梁，又是各项税收

工作管理的具体承担者和落实者。从各种数据的采集、整理、上报到各类文书的

下达、执行，每一项工作均离不开税收管理员的努力，每一项事务均靠税收管理

员的落实。没有税收管理员这块“砖”，一切管理事务工作均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强化日常征管，便于有征对性的解决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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