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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关系亟需重新审视。

2022年8月20日，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税
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财税研究中心、北京大
数据协会财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共同推出《税收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税收发展报告（2022）》（下称“蓝皮书”
）。

蓝皮书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向好，正逐步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这一
新型商业模式所具有的数字化、流动性、虚拟性等特点给税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税务部门应密切关注并通过加快转移支付以及开展税制建设等以弥补不足。

新引擎与新挑战

近年来，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日前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增至45.5万亿，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2.9%提升至39.8%。

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财税大数据专
委会会长蔡昌
表示，数字经济形成三大推动力，一是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延伸产业链条
；
二是
数字经济
不仅是新的经济增
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
点；三是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先机。同时增值税
发票数据揭示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趋势，2021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30.7%，比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增速快8.6个百分点，反映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态势向好，正逐步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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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蔡昌
也指出，
数字经济发展对税
收造成了八大冲击，包括税基估值难
以确定；税收属地原则
难以适用；课税对象界限模糊；税率无法合理确定；纳税主体认定困难；常设机构
认定不明；税收治理存在缺陷和问题；税收收入归属确定有难度。

例如，数字经济所能创造的价值在当前传统的核算体系下无法准确度量，其税基无
法准确界定。原因在于：一方面数据在价值化、资产化和治理过程中没有合适的价
格来衡量价值，关于数字经济活动的数据缺失，缩小了税基规模；另一方面，数字
经济包含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模块均需要庞大的数据支撑和科学的核算方法
，否则将影响核算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税收管辖权
以及收入归属带来挑战。税收管辖权以及收入归属划分是财政分配关系中的核心问
题，对企业交易中所得的分配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交易
通过互联网即可完成，目前我国大多仍以机构注册地为标准来确定税收征管管辖权
和收入来源。地方不会对异地企业远程向该地顾客取得商品或劳务的销售收入征税
，也不能分享交易中产生的税收收入。这种情形下，显然难以实现企业营业利润税
收权益分配的公平均衡，难以达到税收与经济实质相匹配的状态，对欠发达地区尤
其不利。

蓝皮书建议，税务部门应密切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这种影响，通过加快转移支
付以及开展税制建设以弥补不足。

平台经济税制缺失

平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平台经济
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蓝皮书指出，平台经济因其数字化和多元化特征衍生出很
多新兴业态，实现了跨时间、跨空间、跨领域的业态融合，但当前的税收制度还没
有对这些新业态形式做出准确界定，平台经济相关税制的缺失会在特定情形下引发
平台经济发展与现行税收规则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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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平台经济中，税制三要素——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都有可能成为不确
定的因素，主要体现为纳税主体难以监管。平台经济经营主体具有多样化特征，行
业门槛低，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均可通过平台开展交易活动，成为平台经济商品
或服务的供应商。平台经济模式至少涉及供给方、数字平台、需求方和第三方支付
平台等主体，供给方获得交易收入、数字平台赚取差价或者服务费、第三方支付平
台收取手续费，每一环节都有利益所得，但实际纳税情况并不理想，各个环节都存
在一定程度的税收流失。

其次，平台经济具有融合性，行业界限不明确，所得来源广泛，存在收入性质难以
划分的问题，现行税制并没有对融合业态的收入性质做出明确的税收规定。此外，
还存在隐性收入
来源增多，税基难以确定和纳税地点模糊引发税收管辖权争论的问题。

北京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王冰楠在会上提出，平台经济税收治理的底层逻辑就是实践
主动，技术驱动，还有合作推动。实践主动是以平台企业为中心，建立供给侧数据
链；技术驱动主要是指以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大数据技术为驱动；合作推动主要是建立一个税务治理生态圈。三者统筹规
划和管理，可以更好地实现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和精诚共治。

电商作为平台经济的典型代表，行业也面临着税收挑战。青岛市税务局工作人员贺
焱在会上提出，“对144家上市电商企业近6年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率测
算显示，电商企业的整体税负情况表现为增值税实际税负率偏低、企业所得税实际
税负率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以及不同年份存在差异”。

蓝皮书指出，三大原因导致电商行业实际税负率较低及税收流失现象，包括税收优
惠
政策
较多、财
政返还力度较大和
虚开发票风险不同。对此，贺焱表示
对于中国电商
经济税收治理要从以下方面推进：一是完善税收征管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加强税收
征管组织机构建设，三是增强技术支持实现信息共享，四是提升利益相关方协同共
治。

完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

税收信用是税收治理的基础，蓝皮书强调，我国应不断完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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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综合化改进纳税信用评级主体、完善纳税信用等级
评价方式、提高纳税信用评级结果公开度、强化纳税信用评级结果应用效能和利用
区块链智能合约规范纳税信用评级过程五大方面。

例如，在综合化改进纳税信用评级主体方面，蓝皮书指出，要实现纳税信用评级主
体的单一化向综合化改进。

此外，区块链技术
是互联网十大典型司法技术应用之一，其智能合约机制能够对流程进行规范，因此
可以依托智能合约促进纳税信用体系的法治化建设。

蓝皮书提出，在纳税信用管理领域，目前税务机关的监管服务体现在涉税信息采集
、纳税信用评级、评级数据发布、评级结果应用四个方面，“区块链+监管”的“
法链”技术可以建立全周期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法治监管规则体系。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