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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们国家加大对机关单位管理信息化变革的重视程度，使机关事

业单位的信息化管理改变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几年来，随着国家对税务管理方

面政策的不断完善，使得税务管理工作量日益增加。为了适应这一发展形式，在

如今的税务管理过程中引入了信息化技术，以提升税务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为

了税务管理工作人员提供方便。本论文正是以此为目的而设计一套适应现在税务

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本论文通过对现阶段针对税务管理系统的开发背景以及当前国内存在的税务

信息化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对当前进行税务信息化管理

系统的研究目的以及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在税务管理机关进行相

关税务管理活动过程中开展网络化信息化管理的必要性，最终为该课题定下了研

究目标。 

在本系统的设计中，主要采用的是 SSH 平台架构，整合了 Struts、Spring2、

Hibernate3 三种不同的框架，并在利用 MVC 设计模式，以 B/S 开发结构对系统进

行设计与实现。在开发与设计过程中，针对系统面向的使用对象，对对象进行分

类，并根据不同的使用用户进行分模块设计。对税务管理工作中针对不同用户的

各种业务需求进行分析并设计，并给出其相对应的业务流程以及用例图，最终完

成了系统的设计。最后对系统的实现以及系统的测试部分进行了介绍，通过测试

说明系统具有较为完善的功能以及良好的性能。 

 

关键词：税务管理；SSH 架构；MVC 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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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As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increas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y unit 

chan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egree, mak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hange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have great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for tax management policy, makes the tax management 

workload is increasing. Form,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in today's tax 

administration introduc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ax administration,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tax administration staff.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signed a set of adapt now the tax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resent stage for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tax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current domestic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ystem of tax 

informationization management has carri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ax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purpose and main research 

contents ar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the related tax in the tax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activities to carry out the necessity of network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inally, set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for this subject. 

In the design of this system, mainly USES is SSH platform architecture, 

integration of Struts, Spring2, Hibernate3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framework, and in the 

use of the MVC design pattern, with B/S structure of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design, in view of the system using the object 

oriented, classifying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use of different user module design. For 

tax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users in various business requirements analysis 

and design, and gives its corresponding business process and use case diagram, finally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The last part of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d system 

test are introduced, through test system with complete function and good performance. 

 

Key words: Tax Management; SSH Architecture; MVC Desig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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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税收关系国家财政收入，关系国家宏观调控，在我国，税收不仅实现了国民

收入的再分配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同时税收还具有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对国

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

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和进一步推动着信息科学的应用探索，我国的经济结构正进

行战略性调整，这就要求必须对税收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断发挥税收在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1]。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国家经济工作中的重点。多年

以来，全国各省市都围绕转变发展方式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在税收管理

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决策透明、信息公开、阳光操作的政务公开政策措施，切

实提高了税收服务和服务质量。国家“十二五”规划强调，对税收政策进行进一

步完善和调整，将会对于产业结构的及时调动以及转变经济发展过程起到很大的

助推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对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适当放开，将促进税收向精细化

和信息化管理转变，从而有效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因此税收信息化顺

势而生。 

税收如果不在信息化方面有所创新，将极大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税收

信息化也是政府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政府顺利的开展信息化建设工

作，国内的各个不同级别的税务机关都需要依靠信息技术，切实改变以往税收的

具体行政管理模式，逐步实现税收的信息化、现代化，切实做好税收稳定工作。

就云南地区来说，必须认清当前税收管理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科学技

术的发展，把握好规划好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未来方向，促进税收管理观念的更新、

管理水平和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切实实现税收信息化和税收发展的双赢。 

就当前 Web 应用的发展模式，B/S 架构由于其成熟的设计理念而备受人们的

推崇。通过浏览器，用户即可了解到相关信息，实现各种操作。为了提升系统的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B/S 架构系统通常采用三层或多层结构设计，例如，数据库

操作，对业务逻辑的处理，以及用户界面的设计。B/S 系统常用 MVC 设计模式，

MVC 表示 Model,  View 和 Controller，将系统划分为业务逻辑层，视图层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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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层。该种设计模式能够降低代码之间的耦合性，提升系统的可维护性。目前也

有很多成熟的技术与框架实现相关操作，且框架的设计操作简单，易于维护，有

着良好的兼容性，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移植性。因此，MVC 模式能够适应日益

复杂的 Web 系统的设计需求，许多框架也遵从该种设计模式进行设计与开发。 

鉴于互联网技术的良好发展以及税务信息普及的必要性，本论文设计并实现

基于 B/S 架构的税务信息管理系统，通过 Web 技术提升税务信息的推广，以及对

信息的合理化管理。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一些税务部门逐渐的建立了税务信息化系统，开始

改变了税务工作方式。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正高速的发展，对国家的税

收业务管理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国税局是国家和地方税收的主要征管部门，要

适应不断发展的税务管理要求，国税局开始使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来实现税收业

务的管理，税务部门根据税务管理需要逐渐开始建立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当时主

要开发技术是基于左面程序的开发，一开始多是采用 FoxPro。开发软件开发的

单机软件系统，将数据信息录入到数据库中基于数据库信息开发各种编辑、查询、

统计操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各个税务部门将软件升级到 C/S 模式的信息系

统，这种软件可以支持多人同时访问，进一步提高了信息数据管理，随着业务量

的增多对业务管理要求的提高，这种方式的系统己经不符合当前管理的要求，需

要结合互联网络技术将 C/S 系统转变为 B/S 系统。税务部门是国家机关重要组成

部分，是国家财政主要的收入来源，从 1994 年开始启动金税工程建设。金税工

程由一个网络、四个子系统构成基本框架。主要依托于国际互联网络，就是从国

家税务总局到省、地市、县四级节点统一的计算机主干网，基于网络开发税务征

管系统实现四个节点互联互通、更好对税务工作监管、提高税务管理水平、为国

家增加税收[2]。目前金税工程第三期工程已经投入使用，正在建设第四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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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税务信息管理系统是为了管理本地区税务具体工作而建立的系统，它可以作

为金税工程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系统中具体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实现纳税注册信息管理，对纳税个人或单位的登记信息进行管理，可以

设置纳税单位的开业变更登记、停复业登记、注销登记等信息。 

2、实现税收进度管理，对玉水市国税局各个下属部门的税收情况进行实时

监控。 

3、实现重点工作管理，对增值税专项统计、企业所得税清算进展、营改增

纳税户管理进展等工作信息管理。 

4、实现监控管理，对玉水国税征管进行监控管理，保证国税征管工作的质

量。 

5、实现缴税、费查询，可以查询纳税户缴纳税费的历史记录，并可以将记

录信息以 Excel 形式导出。 

6、实现税务税额征收计划管理，根据企业实际的收入制定税务税额征收计

划。 

7、实现网上报税管理，纳税户可以通过网上申请报税。 

1.4 论文结构安排 

论文通过对现阶段针对税务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背景以及当前国内存在的

行政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对当前进行行政管理系统的研

究目的以及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在高等院校进行相关行政管理活

动过程中开展行政管理工作的网络化信息化管理的必要性，最终为该课题定下了

研究目标。本论文组织结构安排如下： 

第 1章，绪论，主要完成本系统开发的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论文主要研究意义进行论述。 

第 2章，系统需求分析。根据税务部门相关管理工作的各项业务，对系统进

行系统分析，得到系统的功能性需求以及非功能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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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该部分对系统的主要设计过程进行分析介绍。从系统总体拓扑结构

以及安全方案的设计进行介绍，进而对系统的总体体系架构、各个模块功能结构

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系统的实现做出了充足的准备。 

第 4章，该部分为系统的具体实现的展示部分，对系统完成后的部分界面以

及相关的代码进行了展示。 

第 5章：为系统的设计做了详细的测试，简单的介绍了测试测试用例，对测

试结果进行了分析。 

第 6章，总结与展望，主要对本人在进行该课题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

当前系统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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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在本课题研究的税务征收管理系统的设计过程，按照软件系统的开发流程，

首先对该软件应用进行详细的需求分析，确定系统的所需要的各项要求，同时对

系统的性能需求进行分析说明，本章主要对该部分的内容进行叙述。 

2.1 系统开发可行性分析 

税务信息化管理系统主要引入计算机技术来完成对税收业务工作中产生的

所有税收信息进行信息化管理的系统。在现今社会，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税务管理的各项工作都需要许多的数据支持，而采用以往的手工税收管理

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快速发展的税务管理业务的相关需要。为了能够适应社会经

济和税务体制改革的需要，税收业务采用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和通信技术进

行信息管理，将有效地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提高管理的质量，深化税制改革[20]。 

在国家“金税工程”的大力指导下，国税局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和深化发

展，已经在各级税务部门建立起了满足不同税收管理需要的多个单一的管理系

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更新，目前各级税收部门都配备了充足的计算机硬件设

备，可以满足现有的各类软件的运行，为税收信息化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以

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收集与处理相关税收信息数据己成为税务管理部门重要

工作。 

技术方面，J2EE 框架已成为各类大型软件开发的成熟技术之一，数据库技

术也为企业数据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管理系

统的运行提供了基础，强大的软、硬件技术为系统开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经济方面，有国家“金税工程”的支持，有国税局的支持，为本系统的开发

奠定经济基础;系统的开发将极大优化税收管理流程，各级税务部门领导都非常

重视业务流程的优化，通过系统的开发与实施，将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税收

管理成本，因此经济方面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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