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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互联网时代人们利用移动终端来实现各种信息交互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电子产业在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着许多商

业财团。传统互联网用户的增速已趋平缓，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呈几何级数递

增，各种传统的网络应用和功能逐渐向移动互联网迁移，正逐步改变着人们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结合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将办税和税务办公移植

到移动终端上，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必然。由桌面电脑操作转变为掌上操作，用

户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既能满足纳税人的移动办税需求，又给税务工作人

员的工作带来极大便利。 

本文简要介绍了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状况，及移动税务的内容和参

与主体；介绍了我国办税服务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每种办税方式逐一比较分析，

论证了发展移动税务的必要性；通过对移动终端的普及情况、用户操作水平、网

络通信的现状、税务局端的经验积累、业务可行性等多角度的分析，讨论了建设

移动税务的现实可能性；充分考虑税收业务的实际需要，结合移动终端的特点，

对移动税务应包含的功能和可扩展的空间提出较为详细的建议；并借鉴现行网上

办税的运行经验和存在问题，分析了移动税务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

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

践意义。 

 

关键词：移动税务；办税；纳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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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age, People use mobile terminal to achieve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which has become a trend of development. Electronics technology makes 

a spurt of progress and the huge user groups and broad market prospect attracts 

many business consortiums. The traditional Internet users have slowed down, on the 

contrary, the number of mobile Internet user increases in geometric progression. All 

kinds of applic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gradually migrated 

to mobile Internet, which is gradually changing people's way of life and work. With 

the help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of mobile terminal,   

transplanting tax service and tax work to the mobile terminal, which has already been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he user is not restricted by time and place by 

replacing the computer operation with handheld operation, which not only can meet 

taxpayer's demand for mobile tax, but also has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the tax 

work.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mobile 

terminal and mobile Internet. It talks about the content and user of mobile tax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tax servic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each tax mode，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tax. It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mobile tax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terminal， user operation leve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 the tax bureau of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s well 

as  business feasibility. List of mobile tax should contain features by considering the 

need of the tax busines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terminal. It Analysis the 

problem mobile tax will face，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by referring to the 

operation experience of online tax. It has the strong inspiration and certain feasibility. 

 
 
Keywords: Mobile tax; tax practice; tax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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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背景介绍和研究意义 

3G网络余温未降，4G已然上马。同3G相比，4G的价格更低，传输速率大幅提

高，通信速度更快，具有更好的兼容性，更易移动接入。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解

决了网络速度慢和资费昂贵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产业的技术进步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无论是移动终端的硬件还是其软件都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中国互联网络

中心对网民的定义为每周平均访问互联网超过1小时的用户，中国网民数量已达

6.32亿，其中通过移动终端来访问网络的用户已达5.29亿，占全国网民总量的

84.1%，并且已经超过传统电脑的使用率①。移动终端俨然成为互联网的第一入口，

并被认为是互联网发展的主流趋势，而移动互联网行为作为一种新新的社会行为

方式，已逐渐被大众所接受。随着传统互联网上的各类功能软件逐渐向移动互联

网迁移，人们可以借助移动终端来办理信息查询、社交、学习、导航、付款、理

财等多种多样的事务，“无处不在的网络、无所不能的业务”正是移动互联网的

真实写照，人们使用移动终端来访问网络资源的习惯正在逐渐形成，移动互联网

用户数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 

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日趋频繁以及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的操作

水平的提高，移动终端与电脑的融合，纳税人对纳税服务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希望办税不再受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纳税申报和缴款更加简单便利，

文书审批更加快捷，咨询答复又快又好，软件更加高效，办税流程更加简化、顺

畅。传统的纳税服务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纳税人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如何借助

技术的发展，结合我国税收信息化的优良成果，整合多渠道资源，转变管理模式，

简化办税流程，创新办税方式，构建和谐健康的征纳关系，已经成为一项摆在税

务人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日趋完善，企业数量不断上升，行业

更加复杂多样，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税务征收管理的工作日益繁重。

虽然税务局内部现有的系统可以基本满足税务人员大部分的工作需求，但却没有

                                                        
① 2014 年 7 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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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软件是服务于在外公务的税务人员的。工作受限于固定的办公地点，离开了

税务局，税务人员无法远程访问税务内部信息系统，无法调取纳税人的办税信息，

无法查询税收法规库和知识库，依旧使用原始的办法来采集涉税信息和现场取

证，不能及时了解单位的通知和工作安排，不能随时随地处理涉税事务，公文审

批停滞无法流转。原有的办公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税务人员特别是外勤人员的工

作要求，如何转变工作方式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已经成为摆在税务人面前的一

项迫在眉睫的难题。 

移动式的办税方式，给纳税人以充分的自由度：7*24 小时的优质服务，不

限制时间，只要能接收网络信号对场地没有其他要求；对设备的要求也很简单，

手机、上网本，平板电脑等能上网的移动终端都可以使用；不需要整块的时间，

用户可以充分的利用零散时间，将办税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给纳税人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继而提高了税收遵从度。 

移动式的办公方式，税务人员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办公场所，通过移动终端不

仅可以轻松获得企业的各类涉税信息，还可以进行采集信息和取证数据的实时传

送，远程调用税务内部的各类分析系统来辅助执法，为税务执法人员提供更为科

学的参考依据，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效率。还可以实时接收内部通知和进

行公文审批流转，有助于税务工作人员同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反馈。 

将网上涉税业务移植到移动终端上，突破了传统的操作模式，由桌面电脑操

作转变为掌上操作，由无纸化走向了无址化，用户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既

满足了纳税人对移动办税的需求，又能给税务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带来极大的方

便，提高了用户的办事效率，全面提升我国税务系统的信息化水平。 

1.2 文献综述 

我国移动税务的发展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在几年前就开始实

施移动办税。Joel Slemrod and Christian（2013）认为，纳税人与税务局之间

的关系及所处角色正在调整，税务系统的发展方向应是在降低企业和税务局纳税

成本的基础上，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涉税服务②。叶美萍、叶金育、徐双泉(2012)

指出，美国早在 1998 年就提出“ 纳税服务 + 税收执法 = 税收遵从 ”的治税

                                                        
② Joel Slemrod, Christian Gillitzer. Future Directions for Tax-System[M]. Tax 

Systems,2013:17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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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应向纳税人提供多元化的纳税服务渠道③。张欣（2013）指出美国衡量电

子服务所使用的指标主要有：客户满意度、服务准确率、可降低的成本、数据交

换率、服务水平等④。因而，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指标来衡量和调整移动税务的发

展方向。王璐（2012）通过分析移动互联网用户的规律,发现用户同网站的角色

和关系、业务发生所需要的流量、网络通信的支持度是影响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

的主要因素⑤。因此，我们在进行移动税务的研究时，首先应对移动税务有一个

准确的定位、明确服务对象，并结合移动终端的特点来进行业务需求分析和合理

规划。 

任强（2010）详细介绍了国外先进的纳税服务经验，特别是移动办税的发展

情况和先进经验，对我国移动税务的建设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⑥。赵东海（2014）

要建立更加方便快捷的掌上办税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对纳税人的“关卡设

置”，使得移动办税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应用，掌上办税新模式的探索才能逐

步深入⑦。移动办税和税务移动办公应该结合网上办税服务厅的成功经验、税务

内部的信息系统和移动终端的特点，扬长避短，挑选适合的业务需求移植到移动

终端上，既能够达到税务机关的发展要求，又能满足纳税人的需要。 

Amaresh Bagchi（2004）指出，办税过程中的服务权应视为纳税人的一项基

本权利，国家应通过多种渠道来向纳税人提供满足其实际需要的纳税服务⑧。张

新（2012）认为，我国的税收信息化只是对原来手工操作流程的电子化，税收征

管制度同信息化发展的进度不配套，信息化的纳税服务流程与当前征管体制不相

匹配，限制了纳税服务的优化，也降低了征管效率⑨。叶美萍（2012）提出，满

足纳税人需求客观上就要求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工作流程建立和完善纳税服

务制度体系⑩。要对现有纳税服务模式进行优化必须基于法律的认可，否则，即

使技术上能实现，再好的手段也不能变为现实。只有法律的保障才使改革“名正

言顺”。 

当前，我国的纳税服务比较重视程序服务和信息服务，但在纳税人的个性化

                                                        
③叶美萍；叶金育；徐双泉. 美国纳税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J]. 税收经济研究 2012,(01). 
④张欣. 提升纳税服务质量的对策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⑤王璐. 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分析[D]. 重庆邮电大学 2012. 

⑥任强. 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J]. 经济纵横 2010(06):31. 

⑦ 赵东海;李义贤. “掌上税务”办税新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J]. 税收征纳 2014,(06). 

⑧ Amaresh Bagchi. Taxing Services: The Way Forward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4,(5):8-14. 

⑨张新. 对我国税收信息化现状的反思与国际借鉴[J]. 税收经济研究 2012,(05):23. 

⑩叶美萍. 各国纳税服务工作的经验与思考[J]. 现代经济探讨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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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面却少有涉及，纳税救济服务却完全被忽视。毛毅（2011）依据服务的内

容将纳税服务分为四个类型：纳税程序服务、信息服务、个性化服务和纳税救济

服务11。相对于税务执法人员，纳税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给弱势群体提供有效

的救济手段不仅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还能给执法者以有效的约束，捍卫了

税法的尊严。 

我国的电子政务在各个部门之间,甚至在同一部门内部常常是各自为政,缺

乏统一领导和协调,重复建设也很普遍,网络操作系统平台、信息代码、数据库和

开发工具不统一,缺少可资遵从的标准,致使信息资源不能共享,各部门的数据沦

为信息孤岛,造成严重浪费。喻长庚(2009)介绍的国外电子政务统一标准的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现行的国地税核心业务系统都是完全独立的，特别是各省的

地税系统都不统一，各自为政、数据鲜有交互。在建设移动电子纳税服务系统中,

一定要统一标准,不仅要系统统一软硬件的技术标准、网络操作平台标准、信息

安全标准、隐私保护标准,还要统一电子服务的内容、方式、方法与流程。喻长

庚还指出, 在现代电子纳税服务中应对个性化的服务给予充分的考虑，改变以往

按照业务流程来进行各类资源的分布与调用,以可定制、集成型的模块来满足纳

税人和税务人员的需求,实现资源的高度整合与利用12。杨华（2011）提出要提高

税收管理信息的共享度，全面清理并取消纳税人重复报送的涉税资料，实行一次

采集存储信息多次使用，以免纳税人来回奔波和重复提供资料，方便纳税人办理

涉税业务13。 

1.3 研究方法和章节安排 

1.3.1 研究方法 

一、调查研究法。在论文前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通过纳税人座谈会、同

税务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实地考查、跟踪记录等多种渠道采集纳税人的需求和

基层税务干部的意见，归纳纳税服务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以确保研究结果的

准确性。 

二、分析比较法。在第二章通过对比传统上门办税、网上办税和移动办税的

                                                        
11 毛毅. 基于信息化视角下进一步完善纳税服务体系的研究[J].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2011,(06). 
12 喻长庚. 国外电子纳税服务的经验与借鉴[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01). 
13 杨华. 纳税服务的国际经验借鉴[J]. 地方财政研究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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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缺点，来分析发展移动税务的必要性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1.3.2 文章结构和篇章安排 

本文主要研究移动税务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所存在问题和解决对策。文章结

合我国纳税服务的现状和建设要求，对发展移动税务的必要性、可行性、发展方

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论

文的组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移动税务所处的背景和研究意义，使用的研究方法，并指

出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首先简要介绍了移动税务，然后分析了移动终端的特点和发展状况，

后详细描述了我国纳税服务的发展历程及发展方向，论述了发展移动税务的必

要性。 

第三章通过多个角度来对移动税务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性进行详细的推论。 

第四章从实际税收业务需求出发，分析移动税务的发展方向和可拓展的功

能。 

第五章首先指出我国移动税务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行

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总结了论文所做的工作并对预测移动税务的发展前景，设想

后续的研究方向。 

1.4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本人的日常工作是网上办税的开发和运行维护，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纳税服务

的发展动向。结合自己研究生阶段所学的税收知识和日常工作的体会，并阅读大

量相关资料，深入研究将税收工作纳入移动互联网的现实可能性。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立足于税收业务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纳税服务内容，

借鉴现行网上办税的运行维护经验，结合移动终端的特点，分析了发展移动税务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移动税务应包含的功能和可扩展的空间都提出较为详细的

建议，并分析了建设移动税务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逐一提

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移动税务的建设实践性很强，本人税收业务知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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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而国内移动软件的发展只是刚刚起步，移动办税没有成熟案例，移动税务

办公还仅处于探索阶段，各个应用如何实现还有待商榷，对移动办税和移动办公

应用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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