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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AF_B9_E7_c40_645504.htm 一、电子商务概述 随

着计算机技术换代升级的加快，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电子商务(E-commerce)成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交易方

式。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大师对来势汹汹

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冠以“新经济”的概

念来概括，也就是用数字革命以及对顾客、产品、价格、竞

争对手和营销环境等方面的信息管理来构建“新经济”的基

础，而电子商务则是“新经济”的主要代表。 二、电子商务

对税收的影响 面对日益普及和发展的电子商务，在税收领域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又是一个国际

性、全球性的问题；不但涉及较高的技术性，又涉及现行税

收政策、法律、体制等。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国

际贸易将会有1/3通过网络贸易的形式完成。当前，电子商务

是否征税已成为焦点问题。世界各国对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

，都有着不同的观点。美国依然推行的电子商务免税政策得

到了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支持。德国税务工会主席迪特

昂德拉采克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透露，因无法控制众

多的企业通过网络进行电子商务交易，联邦财政部每年损失

税款近200亿马克。不可避免地，这种崭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必将使传统的商品流通形式、劳务提供形式和财务管理方式

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给予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税收带来

冲击和挑战。 1.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的影响 (1)电子商务对原

有的所得来源的确认标准的冲击。在多数国家，税法对有形



商品的销售、劳务的提供和无形财产的使用都作了区分，并

且有不同的课税规定。但是，在电子商务中，大量的商品和

劳务是通过网络传输的无形的数字化产品，这些数字化产品

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来人们普遍接受的产品概念，改变了

产品的性质，使商品、劳务和特许权难以区分。 (2)电子商务

使课税对象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由于电子商务具有交易主

体隐匿性、交易标的模糊性、交易地点流动性以及交易完成

快捷性等特点，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获取纳税人的交易信息

颇为困难。 (3)电子商务为跨国公司进行避税提供了更多的条

件。电子商务为纳税人逃避税务稽查提供了高科技手段。建

立在互联网之上的电子邮件、可视会议、IP电话、传真等技

术为跨国企业架起了实时沟通的桥梁，跨国关联企业通过转

让定价，轻易地就可以将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的成本

合理地分布到世界各地。在避税地建立基地公司也将轻而易

举，任何一个公司都可以利用其在避税国设立的网站与国外

企业进行商务洽谈和贸易，形成一个税法规定的经营地，而

仅把国内作为一个存货仓库，以逃避国内税收。 (4)国家间税

收管辖权的潜在冲突在加剧。全球电子商务活动具有“虚拟

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交易参与者的多国性、流动性和无纸

化操作等特征，使得各国基于属地和属人两种原则建立的国

际税收管辖权面临挑战，国家之间税收管辖权的潜在冲突进

一步加剧。 2.电子商务对税收稽征管理的冲击 (1)电子商务中

的交易无纸化，使得凭证追踪审计失去基础。传统税收征管

离不开对凭证、账册、报表的审核，而INTERNET的发展促

使纳税人的财务信息不断走向无纸化。传统财务软件中存贮

账表的是纸介质和磁盘，而INTERNET财务软件中的存账表



越来越趋向于网页方式和以网页为主体的多媒体方式，而且

，网页数据可以轻易被修改而不留下任何线索，导致传统的

凭证追踪审计失去基础。 (2)电子商务中电子支付系统的完善

，使得交易无法追踪。电子商务的发展刺激了电子支付系统

的完善，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使得跨国交易成本降

至与国内成本相当的水平。如果纳税人在国际避税地开设联

机银行，税务当局就很难对支付方的交易进行监控。数字现

金的使用也存在类似问题，数字现金的使用者可以采用匿名

的形式，难以追踪。 (3)电子商务中计算机加密技术的发展，

使得税务征管难度加大。随着计算机加密技术的发展，纳税

人可以用超级密码和用户名双重保护信息来掩盖有关信息，

也可用授予方式掩藏交易信息。税务机关既要严格执行法律

规定，对纳税人的知识产权和隐私加以保护，又要搜集纳税

人的交易资料，从而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三、加强电子

商务税收征管的对策 电子商务的发展，为税收法制建设以及

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电子商务所带来的税收问题

，鉴于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尝试采取如下

具体对策。 1.建立由工商、税务、信息产业部门联合审批的

电子商务登记制度。即凡是具备网上交易的企业都纳入国家

行政管理部门监管范围。 2.制定优惠税率鼓励电子商务发展

。电子商务能够帮助企业扩大销售范围，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因此，应采用优惠税率政策，鼓励电子商务发展，发挥

税收的调节作用。 3.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加大征收、稽查

力度。暂时可以设想在企业的智能服务器上设置有追踪统计

功能的征税软件，在每笔交易进行时自动按交易类别和金额

计税、入库。长远来看还是需要开发一种电子税收系统，从



而完成无纸税收。这不仅提高了对传统贸易方式征税的征管

力度，而且也适应了电子商务发展的征税要求。 4.做好信息

的收集、整理和储化，强化征税信息管理。对待电子商务，

重点是要加强国际信息、情报交流，因为电子商务是一个网

络化、开放化的贸易方式，单独与国税务当局的密切合作，

收集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信息情报，才能掌握纳税人分布与世

界各国的站点，特别是开设在逃税地的站点，以防止网企偷

逃税款。 5.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对电子商务的税收条款

。在制定税收条款时，考虑到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为维

护国家利益，应坚持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并重的原则，

结合电子商务的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消费税、所得

税、关税等条例中补充对电子商务征税的相关条款。 6.提高

税务干部队伍素质。这既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要求

，也是适应网络经济的要求。要强化对电子商务的管理，税

务干部队伍不仅要精通经济税收专业知识，更需要精通电子

商务管理技术，只有拥有一支一专多能的税务干部队伍，才

能应对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提出的严峻挑战。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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