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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就税收工作而言，地税税收收入中的三大主体税种分别是营业税、个人所得

税和企业所得税，也是支撑地税收入的主体税种。随着当前和今后几年全面深化

税制改革，特别是推进“营改增”等改革工作的推进，地方税收收入将失去主体税

种之一“营业税”。所以，日后加强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其它税种的管理

工作是地方税收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 

本文设计的个人税收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是实现了全国税收数据的集中管理，

统一了地税系统征管软件的版本。将所有的涉税业务都纳入一个平台统一管理，

既规范了税收执法又优化了纳税服务关系；既降低了税务机关征纳成本以及执法

风险，纳税人的遵从度、便捷感和满意度又有了不同程度提升。阐述了如何利用

B/S 架构、基于 J2EE 的多层分布式应用和 SOA 架构的总体技术，运用 Oracle 数

据库管理系统等目前主流技术开发实现个人税收管理系统。 

本文首先从系统开发背景开始介绍，阐述了开发的重要意义和系统主要特

点。其次，从数据需求、功能需求、非功能需求角度分析了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的

整体需求。根据系统的功能需求在系统设计部分，对系统架构设计原则等几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系统实现部分，对个人税收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是如何实现

进行了阐述，并通过应用示例以及部分代码详细说明了系统的实现。最后，进行

了总结与展望，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待完善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的问题。 

 

关键词：税务；电子政务；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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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On taxation, the tax revenue in the three main tax taxes are business tax,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which mainly support the local tax revenu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ax reform 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years, especially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tax reform "Change the Business Tax into the Value-added Tax" and 

other reform efforts, local tax revenue will lose one of the main taxes" business tax". 

Therefor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in the future to strengthen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other tax management. 

The main function of personal tax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achieve a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tax data and unify 

the version of local tax imposing system. The system will build a unified tax service 

platform and practice unified management, which not only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tax 

law enforcement, but also optimize the tax service, and reduce tax authorities levy 

enforcement costs and risk. It can also improve taxpayers’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In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how to use the B / S architecture, multi-tier distributed 

applications which are based on J2EE and SOA architectures overall technology, as 

well as current mainstrea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uch as Oracle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to achieve personal tax management system. 

The dissertation firstly begin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expound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system.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overall demand for personal tax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need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on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design, it 

elaborates on some principles like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principle. In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part, it describes how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personal tax 

management system is realized, and illustrates through some cod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xamples. Finally, the author makes a summary and prospect, providing some 

advice on improving the personal tax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objective 

evaluation. 

Keywords：Taxation; E-government; Individual Income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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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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的发

展已经离不开信息化技术。作为税务部门，也是积极适应当前这一发展大势，开

拓思路，主动作为。当前，就全国税务系统而言，运用信息化技术管税已经覆盖

到了税收工作的各个环节。在此期间开发了大量的应用操作软件，这些软件存一

些共性问题，就是各系统间相互独立，信息资源未共享。在此前提下，如何解决

税务信息化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今年 3 月份召开的全国税务系统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王军局长明确提出各

级税务机关组织要认清形势、明确目标，准确把握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方向，

要切实将信息化建设成果应用于税收工作的各个领域，坚决打赢税收信息化建设

这场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稳固的税收信息系统，进而全面支撑和助

推税收现代化建设。从大的形势讲，税制改革呼唤加快信息化建设，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倒逼税收信息化进程。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信息化建设方面预计今明两年

完成全部推广应用工作，并不断扩大和完善功能，既要满足应用需求，又要引领

工作创新；既要惠及纳税人，又要惠及税务人；既要打赢攻坚战，又要谋划好未

来发展的奋斗目标，争取用五六年时间建立起稳固强大的税收信息系统，有效发

挥出信息技术的信息共享、引领、示范、高效、便捷的作用[1,2]。 

从更高层面上讲，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税收信息化工作，在历年的工

作报告中，都将信息化建设作为推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言外之意就

是新形势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离不开信息化这一平台。从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发

展历程来看，国家税务总局确实是在党中央、国务院这一总体方针的引领下，走

科技兴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领域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

阶段，“简政放权”将是本届政府在行政改革方面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何“简政”，

如何“放权”，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信息化这一平台。只有实现信息共享、资源

共享，才能有效实现“简政放权”。从税务部门发展形势看，要想更好地深化改

革、组织收入、优化服务、提高效率，只能坚定不移的走信息化管税这一发展道

路，这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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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上半年我国经济呈增长态势，增幅达 7%。下半年经济任务目标仍然是要求稳

中求增长。因此，税收肩负着为国聚财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信息化的发

展，信息化技术已经潜移默化的渗透涉税事宜的每个环节，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税款征收模式也因此在发生变化。为便于研究和统计税收收入，税收可以

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比如：按照征税对象不同分为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

以税收管辖权的层次来划分可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数据实实在在，可以更好的

为经济决策服务；可以充分挖掘税收数据库背后的数据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

为政策效果提供数据。 

个人税收管理系统以先进的税收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推动了税收业务信息

化建设，实现了全国税收数据的集中管理，统一了地税系统征管软件的版本，并

将所有的涉税业务都纳入一个平台进行了统一管理，统筹了税收风险管理，防范

了税收流失，切实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无论从税务机关角度还是纳税人角

度来说，此系统的搭建对征纳双方及税收征管改革都意义非凡。在此税收信息化

建设大环境下，为了简化纳税人办税程序，实现纳税人足不出户办理个人所得税

纳税申报的目标，内蒙古自治区现已全面推广应用优化版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

纳税人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申报，有效地加强了对高收入者或多处、多次取得工

资者的税源管控，避免了税款流失[5，6]。 

个人税收管理系统与各个征管平台，各个系统间遵循统一的规范，部分基础

设施是共建的，所以各个系统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为了更好的横向扩展，

系统划分的也比较细。在全国数据集中模式下，为了适应各地业务需求，系统需

要进行灵活的配置处理，牺牲了部分的性能，也相应增加了系统的不稳定性。而

为了考虑数据压力，从架构实现上考虑了分库设计，也是导致系统复杂，稳定性

差的一个原因。因此在已上线单位的使用情况反馈中，系统的不稳定是反映最为

强烈的。 

以先进的信息化技术继续推动税收各项工作向精确化、高效化、便捷化方向

迈进，不断实现税收现代化建设新跨越。当前，一场以“互联网+税务”为主题

的大胆创新和生动实践，正在全国税务工作中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1.3 论文组织结构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 1 章 绪论 

3 

  本文主体框架如下： 

第 1 章 绪论。主要阐述了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的相关背景，研究必要性，研

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内容及结构安排。 

第 2 章 系统需求分析。在调研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数

据需求分析、功能需求分析、非功能性需求分析。 

第 3 章 系统设计。主要是对上章的需求分析做出设计，涵盖系统架构设计

原则、架构设计、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和性能设计。 

第 4 章 系统实现。描述系统开发环境、系统主界面、自然人信息登记模块、

税收减免审批模块、个税申报业务模块以及证明业务模块，主要是对上两章内容

做出的详细设计以及实现过程。 

第 5 章 总结与展望。总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描述系统的主要功能和特

色，并阐述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 

 

第 2 章 系统需求分析 

 
本章对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包括数据需求、功能需求、非功

能性需求。 

2.1 数据需求分析 

本节从数据标准、数据分布、数据交换三个方面展开对数据需求的分析[7,8]。 

2.1.1 数据标准 

本系统在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总局现有金税三期已经发布的各类数据设计

相关标准，此外还包括调整期间新增的数据设计标准。其中重要的两个标准包括

税务数据元标准和代码集标准。 

税务数据元标准：该标准定义字段命名、数据类型、值域等要素见表 2-1。 

 

表 2-1 税务数据元标准 

纳税人识别号 

标识符：DE0002 

中文名称：纳税人识别号 

字段名：NSRSBH 

说明：税务部门为纳税人分配的唯一税务登记编号或个人合法的身份证件号码 

数据类型及格式：字符型，C..20 

值域： 

计量单位： 

语境：税收征管业务_登记 

提交机构：金税三期工程业务组标准管理项目 

批准日期：20120110 

版本：V1.1 

备注： 

 

税务代码集标准：该标准定义了某字段的取值内容，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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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税务代码集标准 

纳税人识别号 

标识符：DMG0001 

名称：纳税人识别号 

语境：税收征管通用业务(A00) 

说明：全国唯一的识别代码 

版本：V1.0 

 

 

对照关系：为了达到业务数据在整个系统中有一致的业务含义、一致的数据

命名、一致的数据结构的目标。个人税收管理系统建立三者的对照关系见表 2-3。 

 

表 2-3 个税建立三者的对照关系表 

表证单书

编号 表证单书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项

名称 

主数据元

标识符 

主数据元字

段名 

主数据

元名称 

012016001 

自然人多证同

用情况调查表 

0120160010

01 调查情况 DE9285 NR 内容 

012016001 

自然人多证同

用情况调查表 

0120160010

02 

调查税务

机关 DE2205 

DCSWJG_D

M 

调查税

务机关

代码 

012016001 

自然人多证同

用情况调查表 

0120160010

03 调查人 DE0307 DCRXM 

调查人

姓名 

012016001 

自然人多证同

用情况调查表 

0120160010

04 调查时间 DE0309 DCRQ 

调查日

期 

  

2.1.2 数据分布 

按照调整方案要求，结合其中的应用和数据架构规划，对省级集中的数据分

布要求为： 

(1)生产数据的第一落点在省局； 

(2)数据全国集中，汇集到总局； 

(3)总局为跨省业务提供生产支撑数据；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6 

(4)代码类变化缓慢的数据在各个数据库中部署； 

(5)原则上各系统间共享数据集中存放，以服务形式提供访问。 

因此，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相关的数据分布，如图 2-1、表 2-4。 

 

 

图 2-1 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相关的数据分布图 

 

表 2-4 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相关的数据分布表 

数据库 分布的数据内容 备注 

全国集中数据库 全国生产数据  

XX 省级副本库 X 省国(地)税局生产数据 只包含国税或只包含地税 

省级分发基准库 X 省国(地)税局生产数据 只包含国税或只包含地税 

集成平台库(省级) 代码表、工作流数据、权限数据  

个税简化库 个税间接登记产生的数据(国税) 部署在核心征管库中 

个税生产库 个税生产数据  

查询库 个税生产数据副本、为加快查询的加工

后数据 

 

总局自然人数据库 为跨省业务准备的生产性支撑数据  

 

2.1.3 数据交换 

数据交换的方式主要包括定时抽取加工、服务调用和数据复制。系统内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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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互场景在省级部署模式下合库和合应用后，大大减少。相关的业务和使用场

景见表 2-5。  

 

表 2-5 个税系统数据交换相关的业务和使用场景表 

底层业务 场景 数据交换

内容 

交互手段 

自然人登

记 

在省局登记成功后，异步向总局自然人库上传登

记信息。 

自然人主

要信息 

定时任务+服务 

征收回流 核心征管中开票缴款成功后，个税识别增量数

据，在个税库中加工收入明细数据。 

征收开票

信息 

定时任务从查询库中

拉取增量数据 

社保信息

交换 

社保局将计划数放入数据交换库，个税识别增量

数据，在个税库中产生社保计划数 

社保计划

数 

定时人为从数据交互

库中拉取增量数据 

自然人并

档 

决策分析系统进行风险扫描在反馈区生成并档

信息，个税通过并档业务操作，在生产库中进行

并档处理。 

自然人并

档信息 

程序从数据库中直接

读取。 

 

同时结合调整方案中的要求，与个税相关的数据交换，如图 2-2。 

 

 

图 2-2 个税相关的数据交换图 

 

流程说明：①社保信息复制②定时读取增量信息，加工后写入个税生

产库③同步自然人登记信息在总局注册④读取和加工反馈信息⑤数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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