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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税收严重流失现象。原因在于，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欠缺有关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规则，现有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务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制度难以适用于电子商务税收征

管。因此，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确定电子商务纳税

人税务登记和税务信息公开制度，明确网络交易平台和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平台的协税义务，引入电子商务纳税人

税务登记和信息公开的强制措施，从严规定电子商务纳税人和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是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

管的必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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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

2015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了“互联网+”

行动计划。2015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积

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5 年 9 月

28 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互联网+税收”行动计

划》。 在“互联网+”语境下，我国电子商务将更加

迅猛地发展，对税收征收管理也将提出更加严峻的挑

战。如何看待电子商务发展与税收流失的关系？如何

变革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回应电子商务对税收

征管的挑战？本文将作初步的探讨。 

 

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与 
我国税收的严重流失 

 

“十二五”期间，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产业规模

迅速扩大，电子商务交易额的记录连年刷新。据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 年我国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 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1]；2015 年电

子商务交易额达 2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2]。据商

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7%[3]；2013 年交易额突破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26.8%[4]。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4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的统计结果，总交易额达

16.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4%[5]。在“十二五”期间，

全国电子商务平均年增长率达 35.58%。此外，网络交

易平台的年交易额也是突飞猛进。如阿里巴巴旗下淘

宝天猫的交易额从 2011 年的 6 321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3 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53.75%[6]。京东的

交易额从 2011 年的 308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4 627

亿元，连续四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94.8%、66%、111%

和 78%[7]。尤其是在所谓的“双十一”日，各大交易

平台的单日交易额达数百亿元，如淘宝天猫电子交易

平台 2013 年为 350 亿元，2014 年达 571 亿元，2015

年达 912 亿元，增长率分别为 63%和 59.7%[8]。京东

电子交易平台 2014 年为 100 亿元，2015 年增长了

140%[9]。苏宁易购、唯品会、国美在线等专业购物平

台的交易额增长也很快。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已经超

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 

虽然电子商务交易额连年攀升，但电子商务的税

收却流失严重。根据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会和中央

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的测算，2011 年中国电子商

务领域税收流失规模达 1 157~7 800 亿元[10]。目前电

子商务交易存在税收漏洞和征收盲区是不争的事实。

以淘宝购物平台为例，作为我国最大的 C2C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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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2012 年的交易额突破 1 万亿元，2013 年的交易

额突破 15 400 亿元[11]。若以 5%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税收将分别达 500 亿元和 770 亿元。随着每年电子商

务市场交易额的快速增长，税收流失会更加严重。我

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家统计局没有专门对电

子商务交易的税收进行统计，确切的税收流失数额也

无法确定。但是，根据 2010—2014 年国家统计年鉴数

据测算，2014 年未纳入税收征管体系的 C2C 电商规

模为 1.51 万亿元，按照平均税负水平进行测算，税

收流失规模约为 0.25 万亿元，占实体经济总税收的 

1.8%[12]。关于电子商务的税收流失，全国人大代表、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表示，电商

每年 5 万亿元的交易额占到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1/4，

不纳税对传统零售企业不公平，国家将为此流失 1 000

亿元的税收[13]。2015 年 4 月 20 日，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强到阿里巴巴集团调研时也曾透露，阿里巴巴

集团 2014 年纳税额为 109 亿元[14]。但阿里巴巴集团

财报披露，该年度零售业务总成交额为 2.3 万亿元[15]，

若按 5%的营业税税率测算，应纳营业税税额为 1 150

亿元，流失达 1 041 亿元[12]。可见，电子商务领域已

成为税收征管的真空地带。 

电子商务税收的严重流失不仅引发税赋不公、损

害国家财政收入，而且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电子

商务税收的严重流失使《税收征收管理法》面临严峻

的挑战，这将导致电子商务交易增值税征收的真空  

区域。 

 

二、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 
法律漏洞 

 

电子商务在本质上是把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多环节

交易变为单环节交易，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现行的税收法律对电子商务交易没有实行税收豁免，

电子商务也不是避税港，由此电子商务交易应当依法

课税。但是，电子商务交易中存在税收征管的诸多法

律漏洞。 

(一) 税收征管法律法规欠缺，部门规章难以奏效 

电子商务是一种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

商业模式，其发展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但有关的

税收征管法律制度严重滞后。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

制定专门关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税收征

收管理法》中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也没

有颁布任何有关电子商务交易税收征管的部门规章。

虽然国家工商总局及相关部门颁布了一些部门规章，

但由于效力层次比较低，操作上存在难度，所以实施

效果不明显。如 2010 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网络商

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电子商务

交易经营者实行“实名制”登记和信息公开(该办法第

10 条)。武汉和兰州有少数经营者获颁了营业执照，

但就全国来看，“实名制”登记和信息公开形同虚设。

这种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工商登记不仅没有成为税务登

记的基础，反而给税务登记树立了“典范”，致使电子

商务交易经营者进入“避税天堂”。2013 年国家工商

总局颁布了《网络发票管理办法》，要求所有电子商务

经营者向消费者出具发票。人们普遍认为该办法将开

启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纳税时代。但是，大多数消费者

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没有要求商家开具相应的发票，

而商家为了自身的超额利润，不会主动给消费者开具

发票，致使众多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落空。2013 年 4 月

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 12 个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

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

电子商务企业备案信息共享和加强电子商务企业税收

管理的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未见成效。 2014 年 3 

月 15 日，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第 7 条规定，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

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从事网络商品交易的自然人，

应当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并向第三方

交易平台提交其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证明、有效联

系方式等真实身份信息。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

办理工商登记。目前，全国网店有近 2 000 万家，但

进行工商登记的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关于电子商务

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缺位，部门规章乏力。 

(二) 税收管辖权的归属难以确定 

电子商务交易具有全球性、自由性、开放性和虚

拟性特点，其订购、仓储、收货、结算等都在不同的

地点，致使税收管辖权难以确定。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税收管辖权形式：属地

管辖权原则、属人管辖权原则。属地管辖权原则以税

收来源地为标准。属人管辖原则包括公民管辖和居民

管辖，前者以个人国籍为标准，后者以居所或者住所

为标准。因此，在传统的商务交易中，这两种代表国

家主权的税收管辖权在操作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障碍，

如联合国范本(《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避免双重

征税的协定范本》 )和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OECD”)范本(《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

重征税的协定范本》)所采纳的税收来源地认定标准已

经得到普遍认同[16]。但是，电子商务的出现不仅促进

区域间的商品、服务交易，而且增加了跨区域的商品、

服务交易，打破了地域隔阂和国界限制。譬如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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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逊公司把服务器设在美国，中国客户选货、议价、

订货、付款都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公司通过中国货

物储存仓库发货，将预定货物邮送给客户。如果按照

传统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即联合国范本和 OECD 范本

所规定的“常设机构”所在地具有税收管辖权，那么

企业“常设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对其经营所得认定

为税收来源地、享有税收管辖权，该国家或地区依照

本国度或地区法律课税。但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服

务器、网址、货物陈列地、货物存储仓库、结算银行

所在地等，都可以认定为“常设机构”。如果电子商务

企业的服务器所在地、货物与服务地、接受货物与服

务的客户、银行结算在不同的主权国家，那么每个国

家都可以认为该企业在本国设有“常设机构”，这些主

权国家对同一笔电子商务交易都享有税收管辖权。但

是，究竟哪一个作为税收来源地的常设机构，在国际

税法中没有达成共识。因此，联合国范本和 OECD 范

本规定的税收来源地管辖权在电子商务交易中难以适

用。我国目前同样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管

辖权[17]。 

(三) 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范难以适用 

《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是我国专门针对税收征收管理出台的法律法规。

但由于其欠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条文，其关于税务

登记、纳税申报、税务检查和法律责任的一般规定难

以适用电子商务征税，导致电子商务游离于《税收征

收管理法》之外[18] (52−58)。 

首先是税务登记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15

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

税务登记。第 16 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向

税务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第 17 条规定从

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将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的全部账号向税

务机关报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纳税人的账

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协助税务机关查询纳

税人的情况。前两条是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规则，后一

条是税务机关和金融机构对纳税人信息互通共享规

则。《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11—17 条是有关

纳税人税务登记规则和信息共享规则的具体规定。《税

务登记管理办法》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的

基础上对纳税人的各种税务登记作出具体的规定。这

些规则是针对从事传统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税务登

记而制定的，即在生产、经营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进行

税务登记，但难以适用于电子商务纳税人的税务登记。

因为，电子商务经营与实体店铺经营不一样。电子商

务经营者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络数据线就可以构

成一个服务器，建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进行电子商

务交易。网络销售、在线订购以及在线银行服务等都

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这些机构通常在不同的地点。因

此，税收来源地规则难以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地点的

多重性。况且，经营者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全球性、无

界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可以随时变更网址或者服务器

所在地，故意避开税务登记。此外，电子商务交易经

营者为了获得税收利益，不愿意进行税务登记，加之

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电商进行工商登记和税务登

记。因此，生产、经营所在地的税务登记规则难以适

用于电子商务纳税人[18]。 

其次是纳税申报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25

条规定，纳税申报需要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交纸质的

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其他纳税材料。第 26

条规定，纳税人可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按照

规定采用数据电文方式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事项。第

25 条是要求纳税人须申报纳税并提交申报纳税有关

资料的规则，第 26 条是纳税申报方式规则。《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30—34 条不仅明确了纳税人申

报纳税须提供相关的纳税材料，而且明确要提交书面

材料。其中第 31 条第 2 款规定：纳税人采取电子方式

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要

求保存有关资料，并定期书面报送主管税务机关。但

是，这些规则在电子商务领域难以适用。因为，其一，

税务登记的欠缺无法确定纳税主体和纳税地点。其二，

即使确定了纳税主体和纳税地点，因电子商务经营者

使用“无纸化”的电子票据和账簿，无法提供书面材

料。此外，税务机关和电子商务企业或者经营者之间

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互通平台，造成信息不对称。如

果经营者出于趋利避税的动机而偷税或者逃税，可能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申报材料，甚至通过修改、

删除或者加密、授权电子数据，致使税务机关无法恢

复、查询纳税人的交易记录。譬如说，纳税人可以虚

列成本、虚开增值税电子发票。所以，传统的纳税申

报规则在电子商务领域难以适用[19](141−144)。 

再次是税务检查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54

条规定了税务检查的方式，包括检查纳税人的账簿、

记账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到生产、经营所在地和

货物存放地进行实地检查；提取缴纳税款的有关证据

材料以及询问纳税人相关情况。《税务稽查工作规程》

第 30 条规定：以电子数据的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应

当要求当事人将电子数据打印成纸质资料，在纸质资

料上注明数据出处、打印场所，注明“与电子数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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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误”，并由当事人签章。这些检查方式对电子商务

无实际规制作用。因为，电子商务纳税人使用“无纸

化”的电子账簿、记账凭证和各种报表，如果被修改、

被加密、被授权或者被删除，检查和提取有关资料就

会成为泡影。此外，电子商务交易的无界性、流动性，

将导致实地税务检查和询问纳税人易失去目标。再者，

缺少电子商务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就欠缺

了税务稽查选案的基础。即使有人举报漏税、偷税和

逃税，由于电子商务服务器的变更，税务稽查机关也

无法追踪。因此，现行的税务检查和稽查在电子商务

领域无法适用[20](42−49)。 

最后是法律责任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5

章对纳税人违反税收法律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作出

了明确规定。但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现行的税务

登记规则、纳税申报规则和税务检查规则难以适用，

造成欠税、漏税、偷税和逃税等违法主体难以认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规定的税收违法责任在电子商

务领域难以适用，在追究电子商务交易偷税和逃税的

法律责任方面陷入被动，在打击电子商务交易偷税、

逃税方面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 
漏洞的立法填补 

 

既然电子商务税收严重流失是由于税收征管法律

的不完善，那么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必然的措施。 

(一) 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 

立法 

英美等发达国家在电子商务方面不仅制定了法律

效力层次比较高的专门法律法规，而且对电子商务交

易税收管理有明确规定。这使电子商务课税有法可依，

且易于操作。如在美国，1997 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全

球电子商务框架》，确立了“实行现行税收制度，不开

征新税”和“跨国交易的货物劳务免征关税”等原则；

1998 年美国国会颁布《互联网税收豁免法案》，确立

了“虚拟商品不应征税，但一般商品都需要按照实体

经营的标准征税”的原则；2007 年美国国会颁布《互

联网免税法修正案》，延续法律法规确立的免税政策。

2014 年美国国会审议了《市场公平法案》，确立“网

商企业向消费者收取消费税，电商所在的州政府向电

商企业收取销售税”。英国在 2002 年颁布了《电子商

务法》，网络销售与实体经营适用“无差别”的增值税

税率。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1997 年颁布的《关于数

字化经济》涉及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虽然日本颁布

的只是部门规章，但采取的是征收预提税和建立电子

商务税收稽查队的措施。澳大利亚在 1999 年颁布了

《电子交易法》，确立了电子交易和传统交易模式在法

律上同等对待的原则。欧盟在 2002 年通过了电子商务

增值税《指令》[21]。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国，电子商务

交易额日益攀升。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定

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没有法律法规制约

电子商务税收的严重流失。笔者认为，美国、英国和

澳大利亚所确定的网络交易与实体经营实行“无差别”

原则、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网络交易税收管辖

权规则、日本的电子商务预提税制度和税务稽查制度，

给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立法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我

国应当借鉴国外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经验，如专门制

定《电子商务税收管理法》，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

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规则、纳税申报规则、税务检查

规则、电子商务出口货物豁免或者退税规则以及法律

责任规则。此外，由于我国电子商务主要是服务业，

在“营改增”后，电子商务交易应当课征增值税。因

此，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应运用电子商

务税收征管制度和增值税制度，对电子商务纳税人课

税[22](5−12)。 

(二)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确立我国电子商务税收

管辖权 

税收管辖权是一个国家依据其国家主权所行使的

征税权力，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目前，国际上通

行的是属人性质税收管辖权和属地性质税收管辖   

权[16]。作为新兴商业模式的电子商务交易没有脱离税

收法律制度的约束，仍然是一种应税行为。所以，我

国应当依据属人性质税收管辖权和属地性质税收管辖

权确立我国税收管辖权，即只要电子商务交易发生在

我国领域或者涉及到我国公民或者居民，我国就享有

税收管辖权。但是，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各国或地区

在维护税收管辖权和税收利益的前提下，在平等互利

原则的基础上，应当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国际合作，协

调税收利益和解决税收冲突与矛盾。OECD 财政事务

委员会在 1999 年发布了《常设机构概念在网络交易背

景下的运用——对 OECD 税收协定范本第５条的注释

的建议性说明》，确定了现行税收基础上的网络交易税

收管辖权[20](9−12)。但这一规则仍颇具争议。因此，我

国对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可以遵从联合国范本和

OECD 范本的规定，但更应该在国际税务合作中制定

确定我国税收管辖权的规则。我国目前在避免双重征

税方面已经与 100 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税收协定。这

给我国在确定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和加强国际合作方

面提供了保障条件和成功经验[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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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补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规则，完善《税收征

收管理法》 

在《电子商务管理法》未制定之前，完善现行税

收征管规则和增补电子商务税收法律条文是阻止电子

商务税收流失的当务之急。 

一是电子商务税务登记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

规定纳税人应先进行工商登记，然后再进行税务登记。

那么《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增加电子商务企业或经

营者进行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的规则。我国目前实施

的“三证合一”(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

务登记证)登记制度为电子商务登记提供了强有力的

契机。在电子商务税务登记中，电子商务的纳税人在

电子税务登记表上除传统的税务登记的信息外，还需

要登记买卖商品和提供服务所使用的域名、经营网址、

服务器所在地、电子邮箱、网络服务提供商名称、资

金支付方式及相关的银行账户、计算机密钥备份等有

关的真实信息。税务登记机关对所有信息进行审核，

确定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税务登记符合登记条件，发放

全国统一电子税务登记号作为纳税人唯一的身份识别

代码，然后将有关纳税人的所有信息储存在全国统一

的电子商务纳税人数据库中。如果电子商务企业或经

营者的“实名”和网络“虚名”不一致，两者都要进

行税务登记。如果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内容发生    

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电子商务纳税人使用其识别

代码进入数据库，将变更信息或者注销信息提交给  

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将及时变更信息和注销税务登 

记。只有通过税务登记才能确定电子商务纳税义务  

人 [24](101−112)。 

二是电子商务纳税申报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26 条规定纳税人可以采用数据电文方式进行纳税

申报；《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30 条规定，数

据电文方式是指电话语音、电子数据交换和网络传输

等电子方式。《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增加电子商务企

业或经营者进行电子商务纳税申报的规则。纳税人通

过全国统一的税务网络信息平台，依照纳税申报规程，

通过纳税申报系统真实填写纳税申报表，纳税申报系

统自动计算交易税额，生成电子税务发票，税务机关

对申报表中的信息和税额进行核查，然后委托电商经

营者的开户银行进行税额扣缴。《税收征收管理法》要

求纳税人保存纳税申报的所有资料以及交易的流水记

录，以便税务检查。同时，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纳税

申报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三是电子商务税务检查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

应当增补电子商务税务检查的规则。纳税人将有关税

务的材料保存完整，如财务报表、纳税申报、交易流

水记录、电子发票存根等；不能对税务检查的材料进

行修改、删除、加密或者授权；纳税人不能随意更改

使用的域名、经营网址、服务器所在地、电子邮箱、

网络服务提供商名称、资金支付方式及相关的银行账

户、计算机密钥备份等有关信息。税务稽查是税务机

关对纳税人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的一种方式。税

务稽查机关可以根据税务登记信息和纳税申报信息选

案，依法按照程序对电子商务交易流水记录进行追踪

检查。 

四是法律责任规则。《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增加

电子商务的法律连带责任。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电子

商务经营活动，不仅要进行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还

须同专业购物网站签订协议，然后申请注册，成为该

专业购物网站的用户，最后才可以从事电子商务经营

活动。在电商进行电子纳税申报中，可能会出现纳税

人申报不实的情形，如少报交易项目、多报交易成本、

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及核算错误等。如果是核算错误，

应当要求电商纳税人补缴税款。如果电子商务经营者

欠税、抗税、漏税、偷税或逃税，专业购物网站与电

子商务经营者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四) 建立电子商务税收信息平台，实现涉税信息

共享 

《“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提出了信息公开和

数据共享等要求。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电子商务信息是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一个先决条件。

因此，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电子商务税收信息平台，实

行税务机关与电子商务纳税人、提供电子商务涉税信

息的其他人、金融机构和国家其他行政机构的信息共

享。首先，税务机关运用信息平台公开涉税信息，包

括税收法规和政策、税收征管、税务稽查、税务服务

以及发票认证等，这将方便电子商务纳税人查询、了

解国家税收征管的动态。其次，电子商务纳税人不仅

要提供其税务登记的基本信息，而且要能让税务机关

查询其交易记录、账簿、会计凭证以及电子发票等资

料信息。其三，与电子商务纳税人进行交易并支付款

项的支付人应当有义务向税务机关提供所支付交易额

的付款凭证等信息。其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信

息，如电子商务纳税人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开立账户、

收取货款等信息。其五，最重要的信息是第三方交易

平台保存的交易记录。第三方交易平台保存的交易记

录是最全面、最准确的。最后，工商、财政、公安、

海关、外贸等国家行政机关提供与电子商务税收有关

的信息，如工商登记、电子商务出口货物等信息。因

此，税务机关不仅要加强与纳税人的信息互通，而且

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的合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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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共享信息的范围，丰富共享信息的内容，满足共享

信息的需要。 

 

四、《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的再完善 

 

2015 年 1 月国务院公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下文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该修订草案正式将电子商务纳入税收

征管的范围，设立了专门条款。但是有关规则有待进

一步完善。 

(一) 引入电子商务纳税人税务登记及其信息公

开的强制措施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9

条规定：“从事网络交易的纳税人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

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税务登记的登

载信息或者电子链接标识。”该条款明确要求公开税务

登记信息。公开税务登记信息的主体为从事网络交易

的纳税人；公开的内容为纳税人在主管税务机关登记

的登载信息或者电子链接标识；公开的方式为在纳税

人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主页面的醒目位置公

示。但税务登记信息公开应当以税务登记为前提。因

此，该条款不仅确定电子商务纳税人的税务登记信息

公开义务，也意味着电子商务纳税人必须进行税务登

记。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15 条和《税收征收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8 条确定了从事生产、经

营的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制度。税务登记是税务机关依

照法律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税务登记管理

的一项法定制度，也是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法

定手续。电子商务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从事商品交易的

经营活动，纳税人有义务依法依规在税务机关进行税

务登记。电子商务纳税人的税务登记不仅是税务机关

的一项职权，更是纳税人必须依法履行的义务。税务

登记是登载信息或电子链接标识公开的先决条件。如

果没有电子商务纳税人的税务登记，登载信息或者电

子链接标识公开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电子商务纳税人不仅须进行税务登记，也应公开

税务登记信息。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规定：纳税人应当将税务登记证件正本在其生

产、经营场所或者办公场所公开悬挂，接受税务机关

检查。该条款确立了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公开制度。

但是，电子商务纳税人并非实体经营，其税务登记的

登载信息或者电子链接标识只能挂在网站首页或者从

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的醒目位置。由此，税务机关只

要打开网页或者链接就可以进行税务检查；其他交易

的第三方需要了解电子商务纳税人的税务登记信息

时，只需要打开网站或者其经营活动的主页，任何时

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查询。因此，电子商务纳税

人将税务登记的登载信息或电子链接标识挂在网站首

页或主页面的醒目位置是纳税人的法定义务。 

但是，对于电子商务纳税人没有进行税务登记或

者未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

置公开税务登记的登载信息或者电子链接标识的情

形，《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没有设立责

任追究制度或者税务处罚制度。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交

易是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来完成的，不进行税务登记或

者税务登记信息未公开并不影响其商品交易。如果电

子商务纳税人不进行税务登记，电子商务税收仍然可

以游离于《税收征收管理法》之外，达到其偷逃税的

目的。如果电子商务纳税人不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

经营活动的主页的醒目位置公开税务登记的登载信息

或者电子链接标识，税务机关所进行的税务检查也就

失去了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第 19 条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设立对电子商务纳

税人税务登记及其信息公开的强制措施。其一，从事

电子商务的经营者没有进行税务登记，不能从事电子

商务经营活动；已经从事电子商务经营活动的，应当

在一定期限内补办税务登记，否则，税务机关可处以

罚款，并建议工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其二，如果

电子商务纳税人未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

主页面的醒目位置公开税务登记的登载信息或者电子

链接标识，税务机关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如警告、罚

款。当然，这些措施的执行需要网络交易平台的协助。 

(二) 强化涉税信息的协助义务 

《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电子商

务协税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第 5 条规定：“建立、

健全涉税信息提供机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向税

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第 30 条规定：“与纳税相关的

第三方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涉税信息。”第 32 条规定：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内容、格式、

时限等要求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单位掌握的账户持有人

的账户、账号、投资收益以及账户的利息总额、期末

余额等信息。”第 33 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向税

务机关提供电子商务交易者的登记注册信息。”第 111

条规定：“负有提供涉税信息义务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未

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提供涉税信息和其他协助义务的，

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由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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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对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国家

税款重大损失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关于电

子商务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规定来看，基本上形成了

完整的制度体系。其第 5 条原则上要求“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及时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该涉税信息应

当既包括实体经营的涉税信息，也包括电子商务经营

的涉税信息。如果该条款是对电子商务涉税信息协助

义务的一般性规定，那么第 30、32、33 条则是对电子

商务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具体规定。该三个条款要求

交易第三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网络交易平台应当按

照规定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具体来说，第三方

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人的交易内容的信息；银行等

金融机构从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平台的角度向税务机关

提供纳税人账户及账户内容的信息；网络交易平台从

交易平台的视角向税务机关提供纳税人的登记信息以

及全部交易信息。如果前述各项条款是对与电子商务

纳税人相关的个人或单位提供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制

度性规定，那么第 111 条则是对负有提供涉税信息协

助义务而未能按照规定提供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单位

和个人的处罚机制。该处罚机制分为两个档次，责令

限期改正而未改正的和造成国家税款重大损失的。因

此，该草案有关条款从电子商务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

一般性规定到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具体规定，再到不履

行协助义务的处罚规定，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涉税协

助义务的制度体系。 

但是，这些规定中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对涉税信

息的真实性没有明确规定；二是没有规定提供虚假信

息的处罚措施。 

从事电子商务的经营者必须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开设银行账户、向网络交易平台提出申请、完成

注册、获取用户名和密码、填写真实信息和支付宝银

行认证等程序后，才能进行电子商务经营活动。因此，

银行和网络交易平台能通过开设账户和登记注册掌握

电子商务纳税人的真实信息。 

对于涉税信息，除了纳税人申报纳税的信息外，

网络交易平台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电子商务纳税

人的涉税信息是最重要的。在这两者所提供的涉税信

息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的涉税信息是最为关键的。

因为，电子商务纳税人与第三方的所有交易必须通过

网络交易平台才能完成。相对来说，交易的第三方所

提供的涉税信息协助义务只是印证网络交易平台记录

交易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为支付服务平台的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根据网络交易平台的交易额提

供支付服务。因此，只要控制网络交易平台的涉税信

息，就可以抑制电子商务交易的税收流失。 

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快捷性和交易信息修改的便

利性，涉税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非常重要。为了防

止电子商务税款的流失，不仅税务机关要求负有提供

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供真实、准确

的涉税信息，同时，法律应当规定提供真实、准确涉

税信息为负有提供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的

一项法定义务，要求该单位和个人积极配合税务机关

的检查，主动提供真实、准确的涉税信息，尤其是网

络交易平台应当保存和提供电子商务纳税人经营交易

的原始流水记录。因此，提供真实、准确涉税信息协

助义务不仅是税务机关的要求，更是相关单位和个人

的法定义务，法律应当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11

条规定了未提供涉税信息协助义务的处罚措施，但没

有规定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措施。快捷的电子商务交

易给税务机关掌握涉税信息增加了难度。如果网络交

易平台修改、删除交易信息或者与电子商务纳税人合

谋、串通修改、删除交易信息，向税务机关提供虚假

信息，《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这种现

象没有设置处罚措施，那么电子商务纳税人就可以随

意偷逃税款。因此，在修订草案中，对负有提供涉税

信息义务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信息的，尤其是

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增补处罚措施如罚款，或者应当

规定其承担连带责任等。 

(三) 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的协调统

一性 

《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32 条和

第 33条之规定与第 88条的第 7项之规定具有关联性。

第 88 条规定：“税务机关在履行税额确认、税务稽查

及其他管理职责时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七)

到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机构检查网络交易情况，到网络

交易支付服务机构检查网络交易支付情况；……。”第

32 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涉税义务与“到

网络交易支付服务机构检查网络交易支付情况”是一

致和协调的。前者规定了协税义务，后者规定了税务

机关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但是，《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33

条之规定与“到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机构检查网络交易

情况”存在不统一。第 33 条的规定，只要求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交易者的登记注册信息，而没有规定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交易者的交易信息。当然，纳税人的登记

注册信息是涉税信息，但保障电子商务税收不流失的

关键不仅是交易者的登记注册信息，更是电子商务的

交易信息。依据第 33 条之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没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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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向税务机关提供交易者的交易信息，如果税务机关

要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纳税人的交易信息，网络交易

平台可以拒绝。由此，第 88 条第 7 项“到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机构检查网络交易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将无法

实施。这可能导致电子商务交易税收失去计税依据，

税务机关的税务检查和课征税收的权利都没有对应的

法定义务。因此，从法律规范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来

看，第 33 条应修改为“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向税务机关

提供电子商务交易者的登记注册信息及交易信息”。这

不仅使第 33 条之规定与第 88 条第 7 项之规定保持协

调和统一，而且进一步强化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电子

商务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协助义务。 

综上所述，虽然《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已经将电子商务纳入税收征管法的规制范围，但

是，在有关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方面的规定仍然有待进

一步完善。因为，只有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制度，

才能在实际税收征管中具有可操作性，否则，电子商

务纳税人就可以钻法律的空子或者打擦边球，规避电

子商务交易的税收征管。 

 

五、结语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是财政

收入的主要来源，电子商务税收则是财政收入的重要

来源。电子商务税收的严重流失，不仅损害了国家财

政收入，而且破坏了市场的统一和公平竞争。电子商

务主要是进行商品交易活动和提供服务活动，涉及缴

纳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的税收。电子商务税收的流失，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还没有建

立一套严密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制度。当前我国正在

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抓住修法机遇，嵌入电子商

务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填补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漏洞，

是遏制电子商务税收流失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 《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 14 条规定：税务登记表的主要内容

包括：(一)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业主姓名及其居民身份

证、护照或者其他合法证件的号码；(二)住所、经营地点；(三)

登记类型；(四)核算方式；(五)生产经营方式；(六)生产经营范

围；(七)注册资金(资本)、投资总额；(八)生产经营期限；(九)

财务负责人、联系电话；(十)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有关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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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the tax revenue of it has seriously flowed away. And the 

reasons lie in that there lack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E-commerce in The Law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x Collection and that present tax registration, tax declaration, tax inspection and legal liability 

are hard to apply. Therefore, to enforce th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E-commerce, it is necessary to lay 

dow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E-commerce or to revise The Law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x Collec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enforce th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E-commerce are to ascertain the tax 

registr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the E-commerce taxpayer, to specify the tax responsibilities of Online 

Trading Platform and the Payment Service Platform of E-commerce, to introduce the strengthening measures of the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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