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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添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税收问题，在其实施过程中也

暴露了许多难题。本文分析了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征税对象划分界限模

糊，税制面临严峻考验；传统税收执法难以应对电商发展，执法方式需要创新；征税对

象尽享税收红利，纳税自觉性不高；平台经营者未能发挥监管作用，税收部门无法及时

获取交易信息；电商经营过程监管不到位，管理机制有待提高，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

要完善法律法规，形成多层次法律体系；完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体系，规范第三方平台

责任，通过委托代理机制，避免漏税、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通过区块链技术，利用大

数据，全面掌握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交易信息，增强税务信息的透明度，便于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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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9年，为了解决电子商务领域税务征管方面的相关问题，中国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这部法律是电子商务领域税务处理的基本原则，也是税收征管的依

据，目的在于使电商从业者能够公平并且合理的缴纳税款，履行社会义务，并推动电商

行业的长远进步。不过，这部法律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税收问题，在其实施过程中也暴露

了许多难题，仍然需要不断解决。从世界性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总体

还是以物品交易为主。整体的市场规模和从业人员的利润水平处于普通水平，因此，如

果采用高税的形式，必然会抑制其发展进程和积极性。但是，如果不对其规范征税，将

导致巨大数额的税收流失。这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还会强烈冲击传统的交易形式和市场，

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电子商务，本质上是基于网络和信息时代广泛运用和发展的产物，

以此而产生新的交易场所和方式。而同样的，税收的发展应顺应发展潮流，依据新兴的

交易模式，提出新的理念和发展新型的技术手段，合理完善征税方式和监管手段，为电

商征税的征管体系建设和强化税收管理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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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电子商务研究现状 

针对税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问题，冯守东、顾慧武（2019）提出新时代税收治理观

念的一系列改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法治，恢复税收法制本位，弱化政府强制性管制，

加强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确立纳税人权利的税法核心，实现全社会的税收共同治

理。谭珩（2020）提出持续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应从构建便捷精准的监管服

务体系、打造运行有效的税收共治格局和提供稳固强大的技术支撑保障几方面出发。 

目前信息化建设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问题，叶青（2019）认为“互联网+税务”

代表未来税收征管的发展趋势，能够助力税收增长和税制改革；加快电子税务局和社保

收费系统建设和“金税三期”信息互联，可以有效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解勤华（2019）认

为税源监控在税收征管中十分关键，对征管工作发挥很大的作用，税源监控体系各个部

分职能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税收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 

针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问题及原因，马文华（2019）认为，电子商务交易的隐蔽

性、电子发票的缺失以及传统税收制度不能完全适应现有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是其税收

征管过程困难的主要原因。赵延岭（2020）对电子商务税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电

子商务税收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电子商务本身具有数字化、便利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这给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带来了许多难题。陈志芳、王艺霖（2020）认为，电子商务税收

征管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数据共享的局限性、协同监管能力的缺乏以及法律宣传不到位的

问题。 

就如何加强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措施，吴雷雨（2019）认为中国应逐渐健全税

收政策，提供全面的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国内税收征管体系，密切关注国际合作，从而

增强我国的税收征管。李嫣然（2020）认为，我国已经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有待进一步优化，应逐步从“以票控税”向“以资本流控税”发展，尽可能建

立健全“扣缴义务人责任制”，来完善税收征管体系，减少电子商务税收流失。卢丹阳

（2020）认为在推动激励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宣传电子商务税收法律知识，

搞好税收征管，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针对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制度的改进做法，谢波峰（2018）认为要清楚确定电子商务

的税收制度要素，寻求企业间公平竞争和管理措施得当的电子商务，从长远的眼光为电

子商务考虑周到，促使电子商务税收改革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机制，并采取行政措施，旨

在为未来的繁荣建立税收制度。 

关于规制虚假交易的具体措施，张剑芸（2018）提出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完善相关

经济立法，从而加强刷单炒信经济法规制：1、构建信息全面的个人征信制度以强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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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信用观念；2、针对特殊情况，《电子商务法》要因地制宜，制定对应的制度以保障制

度的实行；3、统一相关行政处罚规定以保障立法的一致性。陈兆誉（2018）建议从预防

论的惩戒变量进行考虑，完善失信惩处的相关规定，整理分析，真实、公开的信息来建

立完整可行的信用系统，提高查处刷单的概率和惩戒的严厉程度，从而加强制度强度。 

三、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征税对象划分界限模糊，税制面临严峻考验 

税收的必要前提是明确征税对象。同样的，明确电子商务行业纳税对象是实行税收

征管的必要条件。但在现实中，同一个店铺并不一定是同一个 IP 地址，因为目前可以

通过一台电脑同时登录注册多个商铺。这就导致了在传统的征税方式中，确认经营所得

和来源以及居住地的方法，无法应用到电子商务行业上了，同样无法精确的掌握交易过

程中的正确数额，导致大量纳税人逃税。在电子交易过程中，交易通常都是采用数字和

平台链接等方式来实现。虽然可以了解产品的信息，却很难对此交易过程中的税目和税

率进行准确的定义，这反过来又造成税收征管领域的困难。另外，网络游戏的发展，带

动了网络交易的盛行，游戏中的货币和装备被赋予了货币价值，用于市场交易，但是现

在并没有相关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因此，无法明确所有的征税对象。且由于技术的更

新和日益进步，现在的网民可以直接线上实现各种消费行为：诊治，策划，法律咨询等。

较之前的所谓传统交易和经营场所，已经发生了改变，传统税收执法方式已不适合现在

的交易模式了。纳税主体过于复杂，交易过程非常容易隐藏和造假或者干脆无法定义，

这极大程度的给国税务机关在征税执法过程中增加了难度。 

（二）传统税收执法难以应对电商发展，执法方式需要创新 

作为一种新的经营形式，电子商务主体将以网络经营者的新角色进入纳税范围。面

对电子商务的涉税特点，如何发挥税收征管、税务稽查等税收执法行动的作用，如何把

握标准、是否采取适当的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将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

首先，线上交易的信息化会发生不同于传统商务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这将冲击税

务机关依靠传统企业税收征管的执法模式，使税务机关的执法手段需要进行创新。其次，

电子商务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同时较于集中，不像传统行业那样

分散，而在产业方面也表现出良好的融合性。因此税收的执行方式必须根据其特点，利

用互联网方面技术支持来实现，高效的衔接上电子商务产业。相关单位更是要增强在市

场交易中起到的监管作用、应该继续不断的更新，改进税收方面的举措。最后，在执法

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如何合理的应用自由裁量权，总结和理顺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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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问题以及如何从税务登记、稽查等程序提高税收执法的效率和质量都是一个需要解

决的难题。 

（三）征税对象尽享税收红利，纳税自觉性不高 

目前，电子商务主要以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个人三种运营模式。按照

常理，电子商务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都会进行必要的市场主体登记。但是近几年来，

个人进入电商行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且交易量巨大，并不是所有个人卖家都会登记为市

场主体。根据电子商务法，交易方应该开具发票进行会计处理，从而使纳税流程更加规

范。但是由于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个人模式不容易监管，尤其是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

交易量小，单笔交易金额也较少，例如，部分经营者在微信朋友圈或小红书等社交网络

平台上从事商业活动。因为信息不对称，这些纳税主体很容易谎报财务信息，通过逃税

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纳税自觉性极低。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实现偷、漏税的方式并不困难，企业若以个人形式

交易，同时在销售额上做文章，就可以减少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而这种情况不仅

会对个人产生冲击，造成恶性竞争，影响整个运营交易的市场环境，不可避免的也会对

传统线下门店产生不利影响。 

（四）平台经营者未能发挥监管作用，税收部门无法及时获取交易信息 

在电子商务交易市场中，平台是有义务提供相关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关信

息，比如：店铺信息和交易数据等，这是平台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电子

商务法的要求。但在现实工作中,由于电子商务平台与电子商务平台之间存在着商业竞

争,出于运营手段和招收电商卖家的需求，都是在被动情况下才愿意提供这些相关信息。

所以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虽具有信息优势,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交易信息共享和协

助税务机关完成税收征管等方面的监管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 

（五）电商经营过程监管不到位，管理机制有待提高 

许多电子商务经营者为了让自己的商品、店铺获得较前的销售排名和较多的销售量，

都会选择“刷单”。而之所以有“刷单”的出现，与电子商务经营平台不完善的机制有着密

切的联系。虽然为了运营，刷单的情况几乎时不可避免，但是这就使得税务部门很难正

确判断和审查真实的商家的应纳税数额。而所提供的转账记录信息和交易订单等只能作

为一个参考数据。刷单行为，在买家的日常购物中，也会造成错误的判断，因其并不完

全真实的销售数据。同时也会造成征管困难，给税务部门增加工作量。所以，必须解决

卖家的虚假行为来掩饰真实商品、虚报纳税金额、逃避缴纳税款等行为,不能脱离税务及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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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及征管的建议 

（一）优化电商税收征管规则，为征税提供保障 

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和时代背景，要求必须通过完善税收的相关政策，来使纳税对

象的纳税渠道和方式更加地规范化和法令化。不断的优化更新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

法规，使现有的税收征管规则更加适应目前的行业状况，为电子商务法律的完善提供帮

助。第一，必须在登记的程序上规定相应的制度。小规模经营者，应当同其他一样，进

行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第二，明文规定纳税的相关流程，细致化，精确化。规范所有

的电商平台，按照程序，协助相关部门执法，必要时提供技术方面的帮助。 

电商平台可与税务平台相连，在商品成交的过程中，实现自动化，计算数额和申报，

以电子形式发送发票，提高效率。最后，审查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严明正确。按照

月份季度或者年份，随机的抽取样本，可通过互联网技术或者大数据应用。依法严格的

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对被征税者的交易跟踪，奖惩治过，对依法纳税的平台提供

扶持，对违法者依法惩治。同时，建立消费者监督机制，提供有效的举报方式，形成制

约系统。在电商平台的支持下，实施税务、市场、平台等多方合作的信用征管管理体系，

制定信用，失信和处罚条例，对没有依法纳税的经营者，采用征信记录等级的方式，等

级过低者，将被依法采取强制行动。 

（二）解决互联网交易信息问题，增强税务信息透明度 

区块链技术是基于高新技术创新和应用下的产品。深圳，作为该技术应用的试点，

率先实施了“区块链 + 税”信息技术。而在这种技术的驱动下，区块链发票已经产生，它

是非常不同于以前的电子发票: 发票不再完全依赖于电子商务运营商，税务机关甚至消

费者都可以参与。因此，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所有交易信息都在“链”上公开，改变了税务

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局面。因此，区块链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

深度集成是税收征管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变。针对区块链如何与税收征管相结合的问题，

可以根据区块链的特征进行分析: 区块链的特性使得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交易信息不再

隐藏，并实时向税务机关开放，彻底打破了税务机关在信息劣势的被动地位，彻底打击

了电子商务经营者逃税等违法行为。其开放性和透明性使得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可能在税

务机关不知情的情况下篡改数据，每个节点记录的交易信息最原始、最真实，从而为计

算纳税额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税务机关对涉税纳税人的信息保留时间有限，因此税务稽查难以连续进行，而且考

虑到年利率的不规则变化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因此也根本计算不出来具体数额，但是区

块链技术可以完全打破这个限制，只要链上的数据都会保存在云端，它会自动将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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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转换成当下的金额，这样税务部门就可以追回逃税金额。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只

要纳税人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不用主动申请，根据纳税人在链条上的税务信息就可以

直接计算应纳税额。当然，也可以根据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在纳税义务期限届满时，

直接进入纳税滞纳期，预先达到确定的上限后，再进行纳税和滞纳金、扣除。区块链的

上述特点正好解决了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区块链的不同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分权和开放透明度使得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税务机关获得的交易信息

是相同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为了减少纳税义务而修改数据的非法意图是不能实现的，因

为它与税务机关处于同一个链条中。智能合同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纳税

效率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处理税务事项的效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区块链发票”应

运而生。可以想象，区块链技术与电子商务的结合指日可待，通过发票记录交易信息的

传统税收征管模式将逐渐被取代，“信息控制税收”的新模式将逐渐成为税收征管的新模

式。 

（三）发挥征税对象积极性，规范市场主体登记 

通常，电子商贸经营者均须注册为市场主体。如果要求他们效仿传统的经营者，通

过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进行登记，同时用登记账号来注册营业执照，在一定程度上会减

少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缴费，提高税收效率，增加其隐性成本。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点，

即为了简化电子商务和税务登记手续，可以要求各有关部门开展网上合作，组织专业人

员，专门为纳税人开展商务和税务登记网络平台，则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强度会大大降

低，同时也为电子商务运营商节省了大量的隐性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和成本。只要网

上登记平台要求所有纳税人提供真实身份和店铺信息，该信息主要包括纳税人的身份证

信息、纳税人的业务、网店的常住地址(用于判断纳税管辖权)。如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再发给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许可证。 

此外，还可以考虑宣传方式和宣传主体的选择。如果仍由税务机关的有关人员直接

进行宣传，可能会偏离预期效果较大，可以考虑将已进行电子商务和税务登记的电子商

务经营者作为主要宣传者，利用多媒体、公益广告、直播等形式向征税对象宣传税收相

关法律知识以及商业税务登记个人卖家可以告知注册方式、注册时限和不注册的后果。

在宣传内容的设置上，也可以改变过去传播的传统形式，设计一些情景喜剧，让人们观

看，让人们感到参与和投入，所以他们更有可能专注于内容本身。对于有意进入电子商

务行业的经营者首先必须要求其办理网上营业税登记，取得附有税务登记证号码的电子

营业执照，取得网上交易权利。 

（四）建立委托代理制度，优化电商税收征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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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商业秘密或包庇私有利益等缘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会充分提供真实

的交易信息，且由于交易操作过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税务机关不能充分掌握电子商务

经营者的资金信息。对此，建议引入委托代理制度，进一步增强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

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避免税务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税务征管问题，税务机关可

以以委托方的身份，通过授权委托第三方平台来进行代扣代缴税款。而第三方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作为交易的媒介，根据电子交易的特点，交易信息可以追踪到全面掌握电子商

务交易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信息，具有全面把控交易信息的优势，因此，第三方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税收征管代理机构。 

电子商务税务征收需要优化委托代理的过程，比如在委托代理过程中处理可能会出

现的各种风险或者错误选择，必要时，可以建立一套奖励机制，同时可以直接让第三方

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管。在委托代理的情况下，用一种高于契约的形式来形成另一种合约。

这样能激励代理机构更加用心的实现代理缴纳服务。而可具体化为，相关部门采用绩效

方式，考核代理机构，在实行合约和另外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和保证前提下，再制定相应

的激励机制，并与委托方签订合约。保证委托方在激励机制的带动下，能够尽心尽力的

为税收征管服务。要想实现奖励机制和委托代理规划的目的，最合适的方法是由国家机

关出面，直接作为监管平台，发挥国家的统筹协调社会职能，建立一个合作的管理格局。

即为消费者提供真实健康的网络消费平台，还可以治理征税环境，保证委托代理机构稳

定顺利实行。 

（五）合理利用大数据，加强征税的现代化信息管理 

事实上，通过大数据和相应的技术，可以全面清楚的记录所有经营主体的市场经济

行为，因电子商务的特点就是，无法完全不留痕迹的进行交易行为，所有的流量、购物、

配货、派送、评价等都会在平台或者后台中留下痕迹，审查和查证难度不大。因此，电

子商务的特征决定了其容易对信息进行采集和从源头进行相应的管理。首先，用大数据

思维，把信息的监督，管理细化到每个步骤。通过技术手段和功能，采集真实明确的数

据。其次，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和筛查运用。技术处理后的信息进行税务匹配，

从而核查税收的精准度，提高征税效率。 

五、结论 

我国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电商经济不断推动着市场经济走向繁荣。但电商经济持

续增长的同时，其相应的税收征管问题也越发明显，税收流失也越来越严重。当前我国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主要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由于相应的规则尚未完善，税制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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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征税对象及电商交易平台经营者未能积极主动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导致大量税

收流失；三是税务部门的执法手段及对于交易信息的监管未能适用电商发展，无法获取

准确的交易信息。 

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措施，可以参考以下方法。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形成多层次

法律体系，以明确行为的纳税主体、纳税地点、税率等，让税务部门进行税收执法时有

法可依。其次还要完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体系，规范第三方平台责任，通过委托代理机

制，避免漏税、逃税行为。最后，税务部门应通过区块链技术，利用大数据，全面掌握

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交易信息，增强税务信息的透明度，便于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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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es not solve all 

tax problems, and also exposes many difficulties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my country's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demarcation of tax objects is blurred, and the tax system is facing severe tests; traditional tax 

law enforcemen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law enforcement 

methods need to be innovative; High; platform operators fail to play a supervisory role, and tax 

authorities cannot obtain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e-commerce business 

process supervision is not in place, an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form a multi-level 

legal system; improve The online trading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regulat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ird-party platforms, and avoids tax evasion and tax evasion through the 

agency mechanism. Transparency to facilitat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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