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近期税收实践观察：
把握征管动向提⾼合规效率

2024年9⽉11⽇



2024年近期税收实践观察：把握征管动向 提⾼合规效率

2024年近期税收实践观察：
把握征管动向提⾼合规效率
2024-9-11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国内外政策环境的复杂化，纳税⼈近期在税收实践领域在也⾯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

本⽂希望通过梳理和分享在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以期为企业税务管理者在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征程上提供可借
鉴的思路。

根据国际货币基⾦组织（IMF）7⽉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1，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预计2024年和2025年分别增⻓
3.2%和3.3%。其中，由于第⼀季度私⼈消费的回升以及出⼝表现的增强，IMF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测上调⾄5%。

图1：IMF全球经济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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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更新，2024年7⽉:全球经济裹⾜不前
https://www.elibrary.imf.org/configurable/content/book$002f9798400278525$002f97984002785
25.xml?t:ac=book%24002f9798400278525%24002f9798400278525.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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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2024年1⽉⾄7⽉中国累计⼀般公共预算收⼊同⽐下降2.6%，其中税收收⼊⼈⺠币
111,240亿元，贡献率超过81%。

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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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24年1-7⽉全国各税种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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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8/content_6970634.htm

“以数治税”成关键词 税务征管新思路值得关注

2024年7⽉5⽇，国家税务总局局⻓胡静林在学习时报撰⽂《⾼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以下简称“《税务实
践》”）3。⽂章指出，未来税务机关将更加聚焦“以数治税”，充分运⽤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税收治理迈向更加精细化、精
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阶段，为促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图3：国家税务总局的⼯作思路及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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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助⼒精准税收管理，企业税务合规需适应变⾰

从《税务实践》⼀⽂看来，国家税务总局所倡导的⼯作重点未来将更多地回归税收征管本⾝。税务机关将以“以数治税”
作为重要⼿段，充分运⽤⼤数据分析、⻛险画像等技术，实现对重点⾏业、重点税种以及重点涉税事项的精准识别、监
控和管理，以提升税费征管效率。这⼀趋势对于企业税务合规管理提出了更⾼要求，同时也意味着企业需要加快数字化
转型步伐，提升税务数据管理和⻛险应对能⼒，以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征管模式的变⾰。

纳税服务更贴⼼，提供更明确政策指引

除了围绕“以数治税”优化税收管理这⼀重点以外，在“提升税费征管效率”的要求下，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也更加注重从
制度层⾯为纳税⼈提供更加明确、可操作的指引。以⾏业或领域为单位，系统梳理和完善涉税事项的法规制度，正在成
为税务部⻔优化税收制度供给、提⾼税收确定性的重要举措。如《企业兼并重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指引》4、《我国⽀
持制造业发展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指引》5、《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指引》6等⼀些列指引⽂件，针对企业关注度较⾼的
兼并重组、制造业发展、外贸外资等重点领域，对现⾏税收优惠政策进⾏了全⾯梳理和系统解读，明确了政策⼝径和适
⽤条件，为相关⾏业和领域的纳税⼈提供了更加便捷、⾼效的政策指引。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发布的《跨境电商出⼝海外仓出⼝退（免）税操作指引》7 （以下简称“《操作指
引》”）就是⼀个典型例证。《操作指引》针对跨境电商出⼝海外仓这⼀新兴业态，细化了出⼝退（免）税有关规定和
操作流程，引导跨境电商出⼝企业对已实现销售的货物，⽤⾜⽤好现⾏出⼝退税政策，及时申报办理退税，充分体现了
税务部⻔服务⽀持外贸新业态发展的积极努⼒。

其中，《操作指引》中指出，跨境电商贸易中的出⼝海外仓模式属于正常对外贸易⽅式之⼀。按照现⾏出⼝退税规定，
其出⼝退税的办理，只要达到出⼝退税的前提条件，即可以申报办理出⼝退税。具体区分情况⻅下图：

图4：跨境电商海外仓退税规定概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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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税收服务与时俱进，布局“⾮居⺠”与“⾛出去”企业数字化征管

近年来，⾯对⽇益频繁的跨境经济活动和⽇趋复杂的国际税收环境，我国税务部⻔顺应数字化发展⼤势，创新推出“税
路通”跨境税费服务品牌。⼀⽅⾯，税务机关搭建了国际化电⼦税务局，其中专⻔上线“⾮居⺠跨境办税”场景，⼤⼤简
化了⾮居⺠纳税⼈办税流程，有效提升了跨境纳税服务质效。另⼀⽅⾯，税务部⻔还充分运⽤税收⼤数据，加强了对
“⾛出去”企业的税源管理。通过核实企业基础信息，税务机关为开展精细化服务、精准政策推送奠定了基础。

此外，为进⼀步规范企业跨境涉税信息报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纳税服务简并居⺠企业报
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报表的公告》8，进⼀步健全了相关制度，有效减轻了企业信息填报负担。

寻求税收确定性，企业税务管理的新挑战

切换到纳税⼈的视⻆来看，虽然由于⾏业特点、经营模式、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差异，不同企业在税务管理实践中可能存
在各⾃特有的问题，但随着商业环境的快速变迁，特别是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
益聚焦“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经营场景下获得税收确定性”这⼀问题。

税收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难以与商业场景的变化完全同步，这导致现⾏税收政策在⾯对新业态、新模式时存在诸多亟待明确或
调整之处。⼀⽅⾯，现代信息技术的⼴泛应⽤催⽣了众多创新业态，企业的商业版图不断拓展，跨界经营⽇益频繁。另⼀⽅
⾯，现⾏税收制度主要是基于传统产业特点设计的，对于新兴领域的涉税事项缺乏明确规定，在实务操作中容易产⽣不
同理解。税企双⽅，乃⾄不同区域的税务机关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可能会产⽣不同的理解。不同⼝径之间的差异
带来了税收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尤其是跨区域经营的企业带来更为复杂的税务合规挑战。

正如上述胡局⻓在署名⽂章中所指出的，要“加⼤⼒度推动税收领域⽴法，加快进度推进税收征管法修订，不断增强税务执法
刚性和精准性…...”，营造确定、透明的税收环境，增强税收遵从和执法的统⼀性，可以⼤⼒促进企业发展、激发市场活⼒。
根据《国务院2024年度⽴法⼯作计划》9，《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将在年内提请全国⼈⼤常委会审议，从时间表上来
看，预计《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征求意⻅稿》可能于近期公布，并向公众征求意⻅。

在此过程中，企业作为税收政策的重要利益相关⽅，应积极把握政策窗⼝期，表达⾃⾝诉求，为优化税收征管制度建⾔
献策。

我们期待，在未来税收改⾰和⽴法过程中，针对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涉及的税收事项，能够出台更加明确、操
作性更强的税收处理规则。同时，也期待在国家层⾯建⽴健全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允许企业在更⼤的全国范围内就其
不确定的税务处理获得权威、可预期的书⾯答复，提⾼税收执法的⼀致性，降低纳税⼈税务⻛险，为企业创新发展营造
更加确定、可预期的税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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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在税收⻛险与经营效率间求得平衡，是⼀道亟需
破解的时代命题。

随着税收改⾰进⼀步深化，我们期待相关制度规则更加明确、统⼀，从⽽增强纳税遵从的确定性。同时，通过更加智慧、
精准的纳税服务，可以提升税企互信，在涉税事项处理中最⼤限度地消除不确定性，为经济腾挪发展空间，助⼒经济⾼质
量发展开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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