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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电子商务近年来发展快速，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因为此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的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相关的税收征管和数据分析技术跟不上变化，显现出滞后性的特征，征税

人员的专业素养也出现了短板。电子商务税收，顾名思义指的是：对通过现代信息网络和电子技术开展

线上交易的商业活动进行征收税款的一种国家行为。电子商务税收作为我国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对其

出现的发展问题不可忽视，我国应该着重建设科学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以此解决制度依据层面

的问题，并健全电子发票制度，让“以票控税”制度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领域显现出其应有的效果，最后

要加强征税人员人才队伍的建设，让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制度能实现应然效果变为不打折扣的实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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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mmer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promot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China’s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legal system, related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data anal-
ysis technology can not keep up with the change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g,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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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ax collectors has also appeared short board. E-commerce tax, as the name 
implies, refers to a national behavior of leviting tax o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at carry out online 
transactions through modern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im-
portant sources of tax revenu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can not be ignored.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legal 
system of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t the level of 
system basis, and improve the electronic invoice system, so that the “tax control by vote” system can 
show its due effect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lent team of tax collectors, so that the e-commerce tax col-
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can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into the real effect of no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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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壮大提供了条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

展动力，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血脉，随着近年来的电子商务交易额的快速增长，其

税收问题也引起了关注，目前我国对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规定主要是由《电子商务法》的第十一条做

了原则性的规定，无法满足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和监管的新形势要求，这就对电子商务征税规定在实践中

的可操作化和系统化提出要求。且电子商务的经营模式与我国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导

致了将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与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制度相结合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为

了规范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亟需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之道。 

2. 电子商务税收的概述 

2.1. 电子商务税收的概念 

要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的概念，首先要明确电子商务的含义，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学

界对其研究还是有待深入和系统化，各国政府、企业界人士和学者受自己对中国电子商务关注的角度、

重视程度的不同和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在对电子商务的含义进行界定时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结

论[1]。一个典型的观点是将电子商务的定义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这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龙提

出的，广义的电子商务含义强调的侧重点是认为电子商务就是商业活动与信息技术的完美融合，狭义的

含义强调的侧重点则是认为电子商务是买卖双方的电子化交易过程，根据实践情况，广义的电子商务含

义会更加贴合实际。国际商会也对电子商务的含义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其是一项电子化的交易活动，

通过电子交易的方式进行各种类型的商业交易活动，并且囊括了从生产到售后的全过程[2]。我国《电子

商务法》的第二条对电子商务的含义做了界定，认为电子商务是一项经营活动，其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1 综上所述，虽然对于电子商务含义的界定结论目前仍不尽相同，但也不

乏有共通之处，首先，电子商务本质是一项商业交易活动；其次，电子商务要依托现代信息网络和电子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南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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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开交易活动；最后，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进行地点是在相关的线上电商平台，区别于传统的商业

交易是发生在线下实体店。因此结合上述的分析，可以将电子商务的含义界定为：“电子商务是指通过

现代信息网络和电子技术开展线上交易的商业活动。” 
税收是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强制的、无偿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征纳

实物或货币而构成的一种资源分配关系，其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和提升国

家经济实力。电子商务税收是基于电子商务而产生，而根据上文对电子商务的定义，可以将电子商务税

收的概念定义为：“电子商务税收是指对通过现代信息网络和电子技术开展线上交易的商业活动进行征

收税款的一种国家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课税对象——“通过现代信息网络和电子技术开展线

上交易的商业活动”，仅指那些以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础的，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和互联网进行的

商业交易活动，而不包括交易当事方通过电话、电传和传真的通讯方式进行的商贸交易活动。 
电子商务税收与电子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依据电子商务是否在直接在网上完成为标准，可以将其

模式分为离线式电子商务与在线式电子商务，前者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相较而言只是有交易方式的不同，

因此在税收征管上离线式的电子商务仍然可以适用传统的税收制度，而在线式电子商务与传统的商业经

营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交易从开始到结束直至后期的售后服务都是在线上进行，若是在税收征收上

还是不加以区别的适用传统的征税制度，二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排斥”现象，甚至造成税收流失的后

果[3]。 

2.2. 电子商务税收的特征 

电子商务税收与传统的税收相比，两者虽然有共同点，但电子商务税收也有自己的独有的特征。第

一，税收相关信息虚拟化。主要呈现在交易主体与交易地点的虚拟化。首先是交易主体虚拟化的具体表

现。传统商业交易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的基石之一是市场主体资格确认制度的存在，市场主体一般包括但

不限于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并且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的明确是整个税收

征管活动得以开始的前提，在传统的税收征管中，确定纳税主体的资格是需要税务机关依据税务登记的

方法来明确，而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的资格的难度增大了许多，电子商务由于

是在线上进行的，本身就具有虚拟性，并且电子商务的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只需在互联网上注册就能进行

交易，这种交易模式给买卖双方隐藏身份提供了可能，甚至也不排除有主体会利用虚假的身份信息来进

行交易活动的情形，纳税主体也因此体现出虚拟化的特征。其次是交易地点的虚拟化。传统的商业模式

中，交易主体一般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税务部门是依据交易实际发生的地点、公司的注册地址、企业

的管理部门等来确定纳税主体，但电子商务中以上实体要素都被电子化和虚拟化了，税务机关在此情况

下难以依据传统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来确定上述信息[4] [5]。 
第二，税收国界虚拟化。电子商务主要是依靠互联网进行运作，因此其也与互联网一样可以免受空

间、时间上的限制。目前有许多的电子商务交易都是跨越国界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国界”的，在这种情

况下，税法中尤为重视的“地域”因素在电子商务中黯然失色，电子商务税收的探究是全球性的，影响

重大的，税务机关要进行完整的税收征管工作需要开展跨区域的联合征税行动[2] [6]。 
第三，征税方式便捷化。电子商务是在网络平台进行交易活动，电子商务税收也是通过网络进行征

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税收部门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征收程序和相关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票

据、款项、报告、申请等电子信息可以方便快速地在纳税人、银行与税务部门之间传递，相较于传统的

税收征管中纸质票据的传递，不但能避免浪费纸质资源，还可以减少纳税人“跑腿”的劳累，提升了税

务征管的效率，降低了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成本 2[7]。 

 

 

2https://m.kuaiji.com/zhuanyewenda/210919716.htm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291
https://m.kuaiji.com/zhuanyewenda/210919716.html


张静 
 

 

DOI: 10.12677/ecl.2024.1341291 1439 电子商务评论 
 

3.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面临的主要挑战 

3.1. 税收征管法律法规没有形成体系化 

我国关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制度截至目前为止还有待完善。整体上看，我国在税收征管领域

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的数量还是挺多的，但是存在立法层级不高的限制，其中只有《税收征管法》是以

法律的形式颁布，其他规范的层级均为行政法规或者是部门规章。作为我国税收征管领域的基本法《税

收征管法》，从 1993 年颁布以来，经历了一次修订，三次修正，这些修改都是小幅度的，并没有实质性

的改动，电子商务领域的税收征管并没有因修改纳入到《税收征管法》，纵观目前的发展情况，现行的

《税收征管法》以及不能适应税收发展实际，修法的呼声也愈来愈高。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务登记管理办法》《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

管理办法》《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单行法律及部门规章也是我国税收征管法律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就

整体而言，在规范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纳税信用管理、税收违法行为检举和查处等的法律

依据的效力层级仅为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等级偏低，且单行法律规定之间对相同的

法律关系调整的衔接不强；而且，虽说关于税收征管的法律文件数量还算可观，但是关于电子商务税收

的税收要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地点、税收管辖权等还未能从现行税收征管法律中寻到能做出法律确

认的依据[8]。 
除了上述关于税收征管的法律之外，《电子商务法》是目前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进行规定的主要

法律，其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出台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公平交易的环境，维护商家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我国电子

商务的健康发展发展保驾护航。《电子商务法》中对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第十条明确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办理登记，同时也对不予登记的主体及情况进行了规定；3(2) 
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分别强调了要依法纳税，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和依法取得从事某经营活动的授权；

4(3) 第十四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有出具发票的义务，并说明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5(4) 第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条主要针对电子商务行业信息不透明作出规定，要求电商经营

者做到不隐瞒、不作假，并主动配合相关税收工作；6(5) 第八十六条、八十八条则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

 

 

3《电子商务法》第十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

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 
4《电子商务法》第十一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依照前条规定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应当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并如实申报纳税。 
《电子商务法》第十二条：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需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 

5《电子商务法》第十四条：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依法出具纸质发票或者电子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五条：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有关电子商务数据信息的，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当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数据信息的安全，并对其中的个人信息、隐私和

商业秘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

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非经营用户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节有关规定。 
《电子商务法》第二十八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提示未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依法办理登记，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为应当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办理登记

提供便利。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

息，并应当提示依照本法第十条规定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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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处措施 7[6]。 
通过对《电子商务法》中关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规定的介绍不难看出，《电子商务法》侧重于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登记义务、纳税义务和相关的信息报送义务，都是比较框架性的规定，总体上还有

待细化和补充规定，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在立法上没有形成体系化，在科学立法上还有欠缺[8] [9]。 

3.2. 电子发票制度有待健全 

以票控税是税务机关常用来对税务征管进行监控的手段，在传统的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利用增值税

进项税额抵扣制度，迫使上游企业开具发票，税务机关可以通过查看发票来掌握纳税人的计税基础，并

可以凭借停止提供发票来对纳税人的非法行为进行惩罚[10]，电子商务税收的税收征管虽然与传统的税

收征管有相异之处，但在以票控税的征管模式下，对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必然少不了作为核心要素的发

票。在传统的税收征管中，多存在的是纸质发票，通常情况下消费者获得发票需要通过企业或者个人商

户寄送发票，也即消费者无法在消费的第一时间获得发票，这无疑是增加了企业或个人商户的经营成本，

而且也不利于发票的安全性，在寄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丢失的情况，而电子商务是全程线上电子化的

交易，《网络发票管理办法》是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 年颁布的，其中就明确规定，企业或个人在开展电

子商务交易活动时，需要通过相关网络发票管理系统对企业及个人开户登记进行自主办理，并在互联网

开具电子发票的相关行为，从而有助于电商在交易往来过程中利用电子税务监管[11]。 
《电子商务法》的第四十条 8 也对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做了进一步肯定，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在进

行交易活动时应该依法提供发票，可以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的发票，并明确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但整部法律中只有此法条是关于发票的，显然其规定还有待健全，没有形成闭环规定，

且在电子商务交易中还存在着电子发票难获取的困难，商家除了对于因涉及到保修等售后服务必须提供

发票的情况之外，一般是不会主动向消费者主动提供发票的，而消费者除了有报销的需要而主动要求开

具发票之外，普遍是没有索要发票的意识的，而且商家还会提出以小礼物的赠送或者享有折扣的优惠来

交换消费者换取索要发票的选择，这无疑会造成国家的税源流失，且也会导致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工作难

度的加大[6]。就目前来看我国并没有规定电子发票的统一样式，其还容易被重复修改和打印，这为辨认

发票真假提出了一大挑战，增加相关工作难度，有违我国的税收效率原则[11]。我国的电子发票制度的相

关规定应该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相应的回应。 

3.3. 征税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相对滞后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如今已是发展得如火如荼，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面临着跨境交易、避税行为、数字

服务征税等复杂的新问题[12]，应对此发展形势，税收征管人员原有的税收征管理念、知识储备、税收征

管能力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13]。电子商务平台交易具有虚拟化和隐蔽性的特点，这也使得交易信息和相

关数据容易被篡改或者隐藏，税务机关在对电子商务交易进行征税时主要依据的是涉税数据，电子商务

交易的特征增加了税务机关在掌握相关数据方面的困难，使得税务机关河南全面掌握涉税数据，从而造

成税源流失，我国目前在对于电子商务征税的法律规定还有待细化，企业或者征税人员在对电商行业税

收法律制度进行解读时容易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电子商务与传统的商业交易存在

着很大的区别，且其运作流程具有技术性和一定的专业性，征税人员精通传统的税收业务，但缺乏对电

 

 

7《电子商务法》第八十六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有本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

公示。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电子商务法》第十四条：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依法出具纸质发票或者电子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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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业务流程的了解，对于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交易流程的了解和熟悉还有待专业培训的强化，税

收征管部门对相关的培训没有足够的重视，未及时开展专门的培训工作[14]，造成了税务人员低效率的业

务能力与服务水平[15]，“徒法不足以自行”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律规定需要征税人员的执行将其现实化，

征税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升是亟需解决问题。 

4.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优化对策 

4.1. 建设科学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体系 

建设科学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体系，首先要坚持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律原则能为法律规

则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和出发点，对后期完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规定有指导性的作用，学界之前对于

电子商务税收的争论点之一就是是否应该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直到《电子商务法》最终确定要对其进

行征税，这个争论才最终迎来定论，可见要真正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依法治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是客观要求；其次，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中就强调要“加强信

息技术领域立法，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法律制度”，

电子商务领域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相关的立法也已经初具规模，有作为电子商务领

域基本法的《电子商务法》和相关的系列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网络发票管理办法》。

但若要形成科学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体系，这些是远不够的，还需要将数字化的税收要素纳入立法，

对扩大征税对象中的商品和服务进行解释，明确其内涵与外延，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其具

体包含的种类，以为能明确地将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归入税收要素，同时要细化规定电子商务领域的纳

税义务发生事件、税收管辖权、纳税地点、纳税申报中涉数字化要素，对这些因素不同于传统税收征管

的要加以特别的规定。对于涉税主体的法律规定要明确涉税数据占有方和使用方的权利义务，注重管理

和保护涉税数据，为达到涉税数据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提供法治保障[8]。 

4.2. 健全电子发票制度 

电子商务的全程电子化，使传统的纸质发票凭证，正逐渐被电子发票所取代。但电子发票制度整体

上还是有待完善的。一是，《电子商务法》应该细化对于电子发票的出具、使用、查询、结算的规范，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税务机关注册开具电子发票的资格，并选定需要使用的电子商务平台，在

开展交易活动时，对于售卖的每一件商品应该同时开具电子发票，可以由卖家开具也可以由平台自动生

成并且规定统一的电子发票样式，统一电子发票的格式与内容，对于修改的次数予以统一的限定，不宜

过多，以达到规范电子商务税收工作的目的；二是，税务机关可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便能获得已经

开具过的电子发票，并以此为依据对电子商务税收进行管理，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电子发票系统自动发送

电子商务交易中已经发生的电子发票信息给税务机关，待审核无误后方可提交纳税申报，这样不仅提高

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准确性，而同时税务机关把相关的税款信息发回各相关部门，纳税人可以直接在平

台缴纳相应的税款，实现“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的效果；三是，加强宣传，可以在电子发票中简要

的附注发票的重要性，引起商家和消费者对于发票的重视，树立商家开具发票和消费者主动索要发票的

意思，让普通老百姓也认识到是可以主动要求商家开具发票的[9] [16]。 

4.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税人才培养可以增强其专业能力，有效应对电子商务带来的挑战。税务机关

是税收人才队伍建设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培训复合型的人才队伍对税务机关在电子商务领域顺利开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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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尤其重要的。具体培养措施方面，首先，政策先行，尽快健全税收人才引进机制，可在引进条件中

设置要求，表明引进人才须具备电子商务税收的相关技术与知识，以使引进的人才可以为税务机关的其

他征税人员进行培训，带动整支队伍的发展，还应该注重税收人才激励制度建立的多元化，使征税人员

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和完成工作[9]。其次，应强化税收征管技术，为税务机关开发或者引进电子商务税

收征管技术进行投资，并部署大数据分析工具、区块链接技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先进的税收征管技

术，以此帮助税务机关的征税人员提高业务能力与服务水平，有效率地、准确地处理大量的涉税数据，

然后可以开发一个综合性的税收数据管理系统，用来收集电子商务相关的税收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

储存和分析，在数据的收集上应该注重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最好能收集到不同电子商务平台和交易渠道

的数据，这样能使以这些数据为分析对象的结果更具客观性，避免以偏概全的现象出现。最后，除人才

引进外，要更加注重对原有的征税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这部分工作人员作为税收征管的“老员工”，

是整个税收征管工作的“中流砥柱”，他们精通传统税收的工作，但会在对新形势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

中开展工作显得“力不从心”，究其根源而言，就是相关的知识储备没有跟上，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员

工开展专门的知识与技术培训，提升其对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相关知识、技能与技术的理解与应用，比

如，税务机关可以培训工作人员应该如何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分析电子商务交易数据，以便能掌握电

子商务行业的特点和趋势。培训的技能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挖掘技术、特定大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通过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征税人员能更好地识别避税行为，预测税收风险和识别异

常交易模式[12]。 

5. 结语 

电子商务近年来发展势头日益迅猛，经济影响力持续攀升，伴随而来的也是税收压力的增长，电子

商务税收是被法律明文规定的，是我国税收重要的来源之一，但我国目前关于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律制度

支撑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目前的规定都比较框架化，且规定的内容也过于狭窄，后期可以我国电

子商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借鉴国外的相关税收制度，完善我国的规定，并注重与我国传统税收制

度的相衔接，以免二者的规定相互矛盾。我国的税务机关与征税人员也要部署相关前沿科技和提升自身

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素养，以为我国整体的税收征管工作向好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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