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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摘要 

 

近几年来，某市国税局系统信息化建设按照国家税务总局信息化建设一体

化的思路，在全市国税局上下干部不断的努力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包括行政、

征管、稽查、执法乃至日常的办公都已经纳入了税收电子化的应用范畴，实现了

网络化、集中化的管理。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做好某市国税局的税源监控和分

析，依托信息化手段提高征管质量，设计、开发了税源监控分析系统。 

本文论述了税源监控分析系统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系统需求分析，总体

架构，数据库设计及模块的详细介绍等几个方面。 

税源监控系统设计技术的框架为在J2EE开发平台的基础上的JSP＋Java 

Bean开发的模式，实现向EJB开发结构的转变。通过B/S/D体系三层结构技术实

现，以WEBLOGIC作为系统的WEB应用服务器，用JSP展现页面。 

税源监控系统已经应用于某市的国税征收管理工作中，为某市国税提供了

一个全市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每一个环节的细节信息，同时提供详细指标考核体

系，提供灵活多变的查询服务，可通过系统实现分析税负，发展税源，预测收入，

加强税源管理工作，使全市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要求税收征收管理要有全新的理念和要求。面

对数据集中后宏大的纳税信息，利用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去加以挖掘利用，充分

发挥其加强税源管理、挖掘税收潜力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税源监控；纳税人；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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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tax information system is promoted by 

tax cadres continually trying hard, as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required. 

Tax information come true including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axation check, 

law enforcement and office. Tax source monitoring analysis system is to improve the 

tax business.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tax source monitoring analysis 

system, such as demand analysis, design of framework, detailed design and so on.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use the JSP + Java Bean development mode base on 

J2EE, and changed to EJB. The three-tier structure B/S/D contains clearly 

maintenance and reus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s discussed. WEBLOGIC is application 

for web application server, and JSP is application for web presentation. 

   The tax source monitoring analysis system is presented. It offers software that 

query and analyses flexibility, and offers date which is precise and convinc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ax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 new ideas and 

requirements. Solution of the grand tax information, it is the use of tax sourc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ystem used to mining, make full use of it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mining tax potential sources. 

 

Key word: Tax Source Monitoring; Taxpayer; Analyt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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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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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近几年来，海西州国税局系统信息化建设按照国家税务总局信息化建设一

体化的思路，在全州上下不断的努力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包括行政、征管、

稽查、执法乃至日常的办公都已经纳入了税收电子化的应用范畴，并大多实现了

网络化、集中化的管理[1]。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做好海西州国税局的税源监控

和分析工作，依托信息化手段提高征管质量，设计、开发了税源监控和分析系统。

以解决如下问题： 

1.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和税务各应用的系统中数据分析的功能不够完善。 

2.纳税人涉及税收的信息没有统一管理的系统，分散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

税务应用系统软件、税收出口退税各个软件之中，有些的重要的信息如税源管理

责任人的日常巡管巡查记录等还在纸制的文档上收录，信息的利用率相对来说比

较低，要查询一个纳税人的所有涉税信息要分别到不同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调阅

纸制资料，没有一个系统能够全面满足“一户式”管理的要求。 

3.针对纳税人的申报和征收情况，无法有效监控纳税人的申报质量，实施税

款征收的监控。 

4.目前没有一个覆盖全州国税系统并涵盖征收管理各主要环节信息，同时指

标体系科学详尽，灵活丰富的查询软件。 

税源监控分析系统的总体目标是：在全州逐步建成一个分层次应用的综合

业务信息查询分析应用平台，实现对税收电子数据多角度、深层次分析和加工处

理[1]。通过该平台能够达到如下目标： 

1.实现税源档案电子化，提供纳税人的全面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功能强

大、信息全面的数据查询功能，实现预警提示，为基层机关及其人员的日常工作

及对纳税人的管理服务，为纳税评估和税基精细化管理服务。为海西州国税局的

税源监控、分析和管理提供一个平台。 

2.通过对宏观和历史数据的分析，能够科学地预测税收收入，更好地指导税

收征管，为市局机关及各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3.实现查询、指标和分析方法的灵活增加、修改、删除，方便用户的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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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4.确保系统的高效性和稳定性，能够支撑大数据量的查询、传输。 

立足于海西州国税局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建设

采用“分步实施，持续改进，逐步完善”的建设策略，分期分批完成。 

1.2 研究现状 

税源监控是通过全面关注税务部门人员在日常的征收管理工作中执法行为

和纳税人涉税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行为，记录数据和信息，并加以整理分析，实现

规范税收涉税行为，提供决策支持的税收管理行为[2]。 

税源监控是在规范税收行为基础上，为税收征管和税收的政策制定上提供

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这表明税源监控的性质有两重性：(1)规范税收行为；(2)

提供信息服务。规范税收行为，主要有两方面：(1)规范纳税人的缴纳税款的行

为，即监控纳税人是否存在偷逃税行为或骗取国家税款行为；(2)规范税收机关

的征收管理工作，即在税务机关处理日程工作中规范执法行为，确定税收收入及

时足额入库。 

由以广税源监控的定义和基本工作要求可知[3]：税源监控是税务部门税收征

收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税收管理包括税收政策的管理、税收制度的管理、税款征

缴入库的管理、税收会计核算的管理以及税务人员和设备的管理。税源监控是纵

横税收征收管理各项内容的一项最基本的管理活动，它贯穿税款征缴入库的各个

环节，是政策调整和税制建设的信息源，是规范税收行为的必要管理手段。因此

加强税源监控，对加强和完善税收管理各项活动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税源监

控是“依法治税、应收尽收”治税思想得以充分贯彻的必要措施和手段。“依法治

税”要求纳税人遵法守法，照章纳税，杜绝—切形式的偷逃税和骗税。“依法治税”

要求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正确地贯彻税收工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决不收过头税，

也不能造成国家税收的任何流失。税源监控信息作为征纳过程的必然结果和客观

反映，自有其反映征纳双方行为的两面性。它既能反映纳税人的税款缴纳信息，

也实录了各级税务机关税款征收入库的征收信息。由此我们既可以洞察纳税人涉

税行为的规范性，也能关注各级税务机关贯彻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淮确性，为税

收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贯彻“依法治税”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监控措施和治税手

段。 

税源监控是税收计划与税源变化联系的桥梁。在既定税收政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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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税收计划是控制税收总量的一项约束性措施，所以税收计划是指导当前税收

收入组织工作最具权威性的指令信息。税收计划能否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社会健康持续地发展将产生决定件的影响。如何使税收计划

更能客观地反映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有多种方法和措施，但税源监控

由于其数据源于经济活动第一线的特性，无疑可以为税收收入计划的编制提供员

直接的参考信息[4]。   

税源监控及风险分析系统指通过采取一系列税收管理方法和手段，通过对纳

税人信息的采集、分析、评估，对税源进行监督、调节、管理和控制，以保证税

收收入实现的系列税收征收管理活动。这是基于我州的税务信息化建设水平已可

以为税源管理提供科学、规范、现代的管理手段的现实情况，从利用先进的管理

手段对税源进行监督、管理的角度所做出的简明的概括。有助于在实际工作中利

用税务信息化的成果，解决税源管理问题。 

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通过对税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监督，掌握税基

的规模，分析预测税源发展和变化的趋势，发现税收征管薄弱环节，从而采取有

针对性地措施，确保税收管理目标实现。这是税源管理的—项重要内容，就是从

经济活动决定税收的原理出发，通过把握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税

源发展变化的趋势的预测。税源的评估与预测是税源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税

源的评估[5]，可以确定税收流失的规模与环节，从而一方面可以对税收管理质量

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出税源管理薄弱的环节，明确税源管理的努力方向。 

税源风险监控分析系统就是在综合基层和各科室业务需求的基础上，全面

抽取现有业务系统中的企业涉税信息和各类财务报表数据，初步建成税收业务综

合数据库，然后整合现有的监控、辅助决策、查询分析及报表管理等软件，以满

足各级机关及基层人员查询分析和报表处理的需要。税源监控数据源于经济活动

第一线，不仅可以对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反映，

而且有各个时期经济活动的完整记录。通过对税源监控数据的挖掘分析，可以了

解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洞察引起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经济事件和主要的影响因

素，并以此推断经济发展变化未来朝向和趋势。因此税源监控不仅可以为税收计

划的编制提供参考信息，而且是产生税收计划管理所需信息最直接、最可靠、最

及时的渠道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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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文研究工作 

本文按照软件生命周期的严格要求完成了系统设计开发的全过程[6]。首先对

系统作了全面详尽的分析，阐述了海西州国税税源监控工作的特点及为此而采取

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软件的设计方案和系统集成的设计方案，并给出系统

主要功能模块详细的设计和具体的实现。本系统为确保系统的前瞻性，充分考虑

到系统未来的开扩展性，从模块与接口等各方面为系统下一步扩展预留全面资源。 

本论文的主要工作包括： 

1. 分析海西州国税税源监控的现状及税源监控系统的发展历史与前景、

借鉴成熟系统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海西州国税税源监控的独有特点，提出了开

发海西州税源监控系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 本文再对海西州税源监控系统进行详细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到

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运用了软件工程中适合本项目的解决思路，

做好了海西州税源监控系统的需求分析。通过系统体系架构描述整个系统开发所

采用的多层体系结构，并以图示等表现手法完成了对海西州税源监控系统的需求

分析的描述。遵循软件开发的原则制定了税源监控系统的约束规范及技术文档模

板。 

3. 本文的设计指导思想为：自顶向下整体规划和局部化的精细设计相结

合，模块化、参数化和工具化的设计方法[7]，重视软件的可扩充性和可移植性，

保证广域网下应用软件的实时和及时性、可操作性和数据一致性，尽可能集成具

有先进性、成熟技术和性能价格比合适的应用软件产品，以减少开发工作量，增

加系统的可靠性和先进性。 

1.4 论文组织结构 

本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开发背景及国内外发展现状，并

说明了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本文的主要工作及论文的组织

结构。 

第二章需求分析，概要的描述了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组织结构、功能模块

和总体需求。 

第三章系统设计，通过对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总体架构包括网络架构和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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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架构及对数据库的设计来确定系统的整体架构和核心功能。 

第四章系统实现，通过对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具体功能模块的详细描述，

来展现系统的各功能模块的设计开发的思路。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对本论文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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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系统需求分析 

 

2.1 系统业务分析 

根据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整体目标以及业务需求，划分应用层次，设计各

层所包含的应用子系统，构造出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应用软件总体架构。税源

监控及分析系统采用三层应用架构设计，具体描述如下： 

 1.采集层 

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信息来源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主要分为三部分： 

(1)税源档案信息。从业务系统抽取的数据，可设定任务自动进行清理、过

滤和抽取。包括登记、认定、发票、申报征收、稽查、财务报表等信息；计统、

征管等部门正在使用的报表系统中的历史报表数据，可一次性转入；由税源管理

责任人根据工作职责采集的有关企业及行业管理的信息，经由业务部门确定后，

可开发统一的数据采集系统，直接通过 JSP 页面进行输入修改。 

(2)政办公信息。包括财务、人事、行政办公、执法考核系统的信息，可进

行定期抽取。 

(3)外部信息。各级税务机关从工商、地税、银行、技术监督局、海关、统

计局、审计局等相关部门获得的第三方信息，与相关单位协商开发相应的数据接

口，通过数据接口定期进行数据导入。 

 2.数据预处理(分析)层 

根据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数据来源和业务需求，将数据的时效性分为以下

种类： 

(1)历史信息； 

(2)准实时数据信息，如来自 CTAIS、金税的信息，经过一小段时间间隔进

行一次数据抽取，但时间相对较短，通常为一天； 

(3)实时信息，如财务信息等在直接依附于综合数据库运行的系统的信息； 

(4)非实时信息，如数据分析、决策支持方面的信息，间隔一段时间通过运

算生成。 

根据以上划分的数据时效性，对不同时效性的数据进行不同间隔的预处理，

可分为按天、星期、例征期、旬、月、季、年预处理，对于实时信息则不进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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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而直接按要求展示给用户。 

 3.数据展示层 

根据业务需求，把数据进行加工后按照用户要求的格式给用户在页面上展示。 

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总体目标是：在全州逐步建成一个分层次应用的综

合业务信息查询分析应用平台，实现对税收电子数据深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和加

工处理。通过该平台能够达到： 

(1)实现税源档案电子化，提供纳税人的全面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功能

强大、信息全面的数据查询功能，实现预警提示，为基层机关及其人员的日常工

作及对纳税人的管理服务，为纳税评估和税基精细化管理服务。 

(2)通过对宏观和历史数据的分析，能够科学地预测税收收入，更好地指导

税收征管，为各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合理科学的依据。 

立足于当前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税源监控及分析系统的建设采用“分步

实施，持续改进，逐步完善”的建设策略，分期分批来完成。 

当前已完成目标：全面抽取现有业务系统中企业涉税的数据信息，初步建成

税收业务综合数据库，然后整合开发监控、查询分析等软件，以满足各级机关及

基层人员查询分析的需要。 

主要功能模块包括:纳税人档案、管理服务模块、征收监控模块、征管质量

模块、税负查询模块和重点税源分析等。 

数据来源及功能结构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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