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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

展，纳税人数量不断增多，企业经济性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呈现多样化，这

些发展趋势都使得税收管理上人少户多、税务干部的素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等方

面的矛盾加剧，再加上传统单一的税收管理员的管理方式和粗放的税源管理模

式，使得税收风险不断加大。如何控制和降低税收风险？税收风险管理理论适应

了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税收风险管理就是寻找可能导致税收风险的不确定因素，针对这些不确定因

素，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评估、提出解决方案、对税务机关内部有限的管理资源

的合理配置和优化，以及促使企业纳税遵从度最大化等系统的举措，以达到使税

收风险降低到最小的一种管理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人对税收风险的概

念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有的甚至把税收风险和税务风险、税收遵从风险等混为一

谈，更谈不上把这个先进的理念运用到实践中去了。因此，什么是税收风险管理？

导致税收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有哪些？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地管理以及这个

理论在我国税收工作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等是值得探讨的。目前，国内针

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相当欠缺，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更不用谈对管理

效果的分析了。而国外虽有很好的税收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但并不适合中国

现阶段税收管征的特点。本论文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研究

以及运用该理论对地方特色行业管征实施效果的分析，以期能对税收风险管理理

论进行一些有益补充。 

 

 

关键词：税收风险管理；税收遵从；特色行业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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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our country’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informatization、urbanization、marke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number of taxpayers is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nature、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type of operation of enterprise is making varied. These developing trends result in the 

exacerb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of tax management on too few administrators and 

too more customers、the quality of tax administrators can’t keep up with the situation 

development and so on. Combin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fold way of tax 

administrator system and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modes of tax source, revenue risk 

is increasing. How to control and reduce the revenue risk? Revenue Risk Management 

(RRM) goes with the needs of situ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being widely 

accepted.  

RRM is a kind of management mode which is to seek for uncertain factors which 

may likely result in revenue risk and to take systematic measures such as risk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prioritisation, treatment and evaluation 、 reasonably 

deploying and optimizing the limited management resources and maximizing the tax 

compliance to reduce the revenue risk. But for some reasons, most people don't have 

clear knowledge about the conception of revenue risk. Some people even confuse 

revenue risk with tax risk and tax compliance risk, much less applying the advanced 

idea to practice. So, what is RRM? Which uncertain factors result in revenue risk? 

How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nage the factors? What is the value of RRM 

theory in practice? All the questions are worth discussing. At present, it is pretty lack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RRM in China,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ly 

stagnate on the level of theory discussing, much less the analysis on management 

effect. Meanwhile, although there are very goo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RRM 

abroad, they don't fit the features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es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expects to contribute some useful complementarities to 

RRM theor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RR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RM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III 

theory to the tax administration in specific local industry. 

 

 

Keywords: Revenue Risk Management；Tax Compliance；Tax Administration for 

Specific Lo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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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及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

经营方式多样化、经济业务和交易手段日益创新，导致涉税行为复杂化、专业化、

隐蔽化，税收信息不对称问题明显加剧，税收征管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据中经

网统计，我国从1998年到2008年的工业企业总数从16.5户增加到42.6户。税收收

入总量从1994年的478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4219亿元。
①
但是，与企业数量题量

的增加相对应的是我国税务内部人员的老龄化的增加趋势和税收专业化水平的

不足。据对全国税务系统人员的统计显示，2004年我国的税务干部总人数为39.2

万，其中，36周岁以上的干部为25.4万，占全体干部的70.6%，大学本科以上的

人数为12.7万，占全体干部的比例为32.4%。同时，我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

灵活的税收调节政策，导致税收政策的多变性，加上税收政策宣传的滞后性、解

读的偏差性、执行的随意性，都将导致税企两方的税收风险。此外，作为国家财

政支出主要来源的税收，如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不够高，财政支出效率不高，都

将导致财政支出的“外部性”，增加税收征收的阻力，减少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

并最终导致税收风险。因此，无论从税收的征收方还是税收的缴纳方，甚至税收

的使用方，都应该培养并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本文重点对税收的征纳双方存

在的税收风险进行研究，分析导致税收风险的因素，学习借鉴国内外、各部门中

关于风险管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寻求科学有效地实现风险管理的途径。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风险管理最早起源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到1929－1933年的世界

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约有40％左右的银行和企业破产，经济倒退了约20年。

                                                   
① 税收收入统计[EB/01].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633/n8138817/ index.html.税务

总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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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为应对经营上的危机，抵抗经济风险，许多大中型企业都使用保险的手

段在内部设立了保险管理部门，负责安排企业的各种保险项目以减少危机带来的

风险
①
。而专门研究保险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所罗门.许布纳博士，在1930

年的美国管理协会上最早提出风险管理这个概念。此后，美、英、日、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先后在风险管理理念的指引下建立起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风险管理

协会。如美国在1931年的经营者协会（AMA）大会上，就确认了在企业中使用风

险管理的重要意义；日本于1978年成立了风险管理学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

1995年联合制定了第一个国家风险管理标准AS/NZS 4360；2002年9月30日，由英

国三个主要的风险管理组织：风险管理协会、保险和风险经理协会、公共部门风

险管理论坛组成的小组提出了一份风险管理准则：AIRMI/ALARM/IRM风险管理准

则。这些国家还先后颁布了风险管理体系框架或国家风险管理标准。到了20世纪

70年代，风险管理由于目标明确、效果明显、成本较低等优势使得其在世界范围

内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被广泛应用于金融、企业、政府的管理

活动之中，产生了金融风险管理、财政风险管理等理论。当前，许多发达国家的

企业都把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税务管理领域，通过更加有效地进行内部控

制，以寻求实现涉税风险最低的管理方法。其中以COSO的风险管理理论最为著名

并被全世界广泛地接受，COSO是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的简

写，是1992年由美国的注会协会、会计学会、财务经理人协会、国际内部审计师

协会和管理会计师协会共同赞助成立的一个专门研究内部控制的问题委员会，该

委员会于2004年9月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综合框架》，成为全世界广泛接受的进

行风险管理的指导性标准。而国际上专门针对税收风险的管理理论的研究机构，

则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CFA（财政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长期

致力于现代税制及税收管理问题研究，为推动各成员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

跨国税收合作、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做着有意的探索。在总结了OECD各成员

国在税收风险管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基础上，阐述了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

提出了进行税收遵从风险识别和应对应遵从的一般原则。在我国，税收风险的概

念是继财政风险概念的产生之后而产生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

的学者开始研究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由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财政

                                                   
① 税收风险概念[EB/01]. http://baike.baidu.com/view/6717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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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不断走低，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了最低

1996年的10.41%。（如下图1.1所示）。由此，人们就开始研究财政风险问题，随

着对财政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把财政风险细化为税收风险、国债风险、预

算赤字风险等几个方面。这样，税收风险开始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为人

们所熟悉。在国内,最早提出税收风险概念的是严昌涛。1999年他在《对我国税

收风险的理性认识》文章中这样定义税收风险：税收风险，是指在征税过程中，

由于制度方面的缺陷，政策、管理方面的失误，以及种种不可预知和控制的因素

所引起的税源状况恶化、税收调节功能减弱、税收增长乏力、最终导致税收收入

不能满足政府实现职能需要的一种可能性。
①
2006年胡云松在《税收风险管理的

探索与实践》中重点对税收流失的风险管理进行探索，并提出了税收风险管理的

框架；
②
2006年文英、唐海燕在《建立税收风险管理体系问题探析》中分析了税

收风险的主要内容，提出了风险管理的机制，最后对如何有效建立管理机制阐述

了自己的观点。
③
2007年白彦锋在《建立防范和化解我国税收风险的长效机制》

中阐述了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税收风险，并提出建立防范和化解该风险的建议；

④
2008年,熊爱华在《浅议荷兰税收风险管理经验》中对荷兰2005年成立的风险管 

 

图 1.1：我国 1978 年-1996 年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1994-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① 严昌涛. 对我国税收风险的理性认识[J]. 税务研究, 1999,(12). 
② 胡云松. 税收风险管理的探索与实践[J]. 税务研究, 2006,(12). 
③ 唐海燕. 建立税收风险管理体系问题探析[J]. 涉外税务, 2006,(12). 
④ 白彦锋. 建立防范和化解我国税收风险的长效机制[J].税务研究,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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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组织机构及职责、税收风险分析与管理的方法及程序进行了介绍，并最后总

结了荷兰税收风险管理的经验；
①
2009年曾长胜在《税收风险管理有效实施研究》

中，指出了税收风险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内容，并从信息管理优化的角度从宏观上

分别针对不同层面设置不同的指标来对风险进行度量，指出了导致风险存在的信

息管理方面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思路；
②
2010年胡云松在《税收风险管理的范畴与

控制流程》中对税收风险管理的范畴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总结OECD和COSO的风

险管理基本流程的基础上，从风险识别、风险评定、风险应对三个方面提出相对

具体的风险管理流程。
③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在研究思路上，文章从现实中存在的税收风险问题出发，利用相关的理论和

方法对税收风险问题进行研读，结合地方特色的税源管理工作，来对税收风险管

理的内涵及其在实际税收管理工作中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分析，阐明其在实际应

用中的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该文主要使用文献研究的理论分析法，研究税收风险管理在

实际应用中的理论基础；应用实证研究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税收风险管

理在笔者所在单位应用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力图探索出一条能够普遍适用的税

收风险管理的规律及其具体实施的流程，最后提出使税收风险管理能够达到效果

应采取的对策和建议。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近几年来，税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逐渐为税务部门所认识和熟悉。但是现实

中的情况往往是，研究这方面理论的人往往没有实践经验和数据支持，而从事税

收风险管理实践的一线人员又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理论指导。本文着力突破这点，

力求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选题方面，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抓住了税务

                                                   
① 熊爱华. 浅议荷兰税收风险管理经验[J]. 税务研究, 2008,(7). 
② 曾长胜. 税收风险管理有效实施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28). 
③ 胡云松. 税收风险管理的范畴与控制流程[J]. 税务研究,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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