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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752528/content.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关于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关于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关于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  

税总发税总发税总发税总发〔〔〔〔2014〕〕〕〕85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监管方式的要求，顺应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改革的需要，税务部门要进一步创新服务和管理。现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一一一、、、、创新服务创新服务创新服务创新服务，，，，推进税务登记便利化推进税务登记便利化推进税务登记便利化推进税务登记便利化    

   （一）创新税务登记方式 

     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条件，积极探索创新税务登记方式。 

    1.国税机关、地税机关协同，一方受理，统一办理。对纳税人提出的税务登记申请，由受

理的国税机关或地税机关一方负责，纳税人不需再向另一方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2.多部门联合办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等多证联办机制，相关部门同步审批，证照统一发放，以便利纳税人。 

    3.“三证合一”。探索跨部门业务流程再造，建立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与税务登记

证“一表登记、三证合一”制度。市场主体一次性提交包含办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所需的所有信息，相关部门受理申请并进行审核，准予登记的，向市场主体发放一

份包含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功能的证照。 

    4.“电子登记”。积极探索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实现网上申请、网上审核、网上发证，

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纳税人不需要就不再发放纸质税务登记证件。 

    （二）简化税务登记手续 

     5.简化资料提供。纳税人申请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机关应根据申请人情况，不再统一要

求纳税人提供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等场地的证明材料和验资报告，可不进行实地核查。 

    6.探索推送服务。税务机关要积极推进跨部门协作，参与建立市场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

示平台，推动登记信息实时交换和共享，及时获取工商登记、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有条件的

地方可以改变以往税务登记由纳税人发起的做法，将获取的市场主体工商登记、组织机构代码

信息内容录入税务登记表，直接赋予市场主体纳税人识别号，并主动推送给纳税人签字确认，

不再要求纳税人重复提供并填报信息。 

     7.推进即时办理。税务机关办税窗口只对纳税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收取相

关资料后即时办理税务登记，赋予纳税人识别号，发给税务登记证件，以减少纳税人等待时间，

提高办理效率。与此同时，要全面实行“同城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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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创新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管理，，，，促进后续监管精细化促进后续监管精细化促进后续监管精细化促进后续监管精细化    

    税务机关要进一步推进税收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一手抓优质服务，主动做好纳

税人的纳税辅导、咨询、培训和宣传；一手抓事后监管，在发票领用、纳税申报等后续环节健

全制度，完善措施，及时掌握纳税人动态情况，以促进纳税人税法遵从度提高，防范税收流失

风险。 

   （一）不断完善发票发放领用的服务与监管 

    8.及时为纳税人提供清晰的发票领用指南。通过印发提示卡或涉税事项告知卡，引导纳税

人快速办理发票领用手续。推行免填单、预填单、勾选等方式，补充采集国标行业、登记注册

类型等税务机关所需的数据，以核定应纳税种、适用的发票票种、版别及数量，让纳税人切实

感受到税务机关的优质服务。 

    9.简化发票申领程序。税务机关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统一、规范的发票申领程序，并将

发票申领程序公开。申领普通发票原则上取消实地核查，统一在办税服务厅即时办结。一般纳

税人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

不超过 10 万元的，主管税务机关不需事前进行实地查验。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扩大不需事前实

地查验的范围，实地查验的范围和方法由各省国税机关确定。 

    10.不断提高发票管理信息化水平。积极探索建立风险监控指标，通过比对分析纳税人的开

票信息，及时调整纳税人申领发票的版别和数量。做好网络发票应用工作，推动网络发票数据

分析利用，完善网络发票平台实时查询和日常监控管理功能，为社会提供便捷的网络发票信息

查询服务。同时，探索电子发票的推广与应用。 

   （二）进一步简化纳税申报 

   11.为纳税人提供纳税申报办理指引。税务机关要详细告知纳税人申报期限和申报方法，辅

导纳税人准确申报。畅通申报渠道，确保纳税人可以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自由选择办税大

厅、邮寄或网上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 

    12.进一步简并征期。积极推行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简并征期申报工作。对于

小型微型企业、长期不经营企业，税务机关可以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采取合并征期、调整申报

期限等方式，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 

   （三）加强后续管理 

    13.及时录入、补录和确认相关信息。在税务登记环节力求即来即办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后

续管理。在税务登记环节需要采集的信息包括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生产经营地址、公司章程、

商业合同和协议等数据资料，要在后续的发票领用、申报纳税等环节及时采集，陆续补齐。要

加强对税务登记后续环节录入、补录信息的比对和确认。要逐步实现对税务登记信息完整率、

差错率等征管绩效指标的实时监控。 

 

三三三三、、、、创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制度，，，，推动税收风险管理常态化推动税收风险管理常态化推动税收风险管理常态化推动税收风险管理常态化    

    各级税务机关要牢固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运用税收风险管理方法，建立制度，强化分

析比对，加强重点税源、非正常户的风险管理，防范税收风险。 

   （一）积极防范发票发放的风险 

    14.建立发票风险防范的有效制度。初次申领普通发票数量应控制在一个月用量或省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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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确定的初次领用数量范围内。对纳税信用好、税收风险低的纳税人可适当放宽，但最多不得

超过省税务机关确定的最高领用数量，省税务机关未确定最高领用数量的，最多不得超过三个

月使用量。对新开业的一般纳税人，税务机关可按照纳税人生产经营规模、经营模式、行业特

点、开具发票特殊性等因素设置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月供应量，申领超过基本月供应量的纳税

人，需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第一次申请发票增

量时，可以要求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财务负责人到场，并积极探索发票申领环节对经办人的拍照

存档制度。对新增纳税人已领用发票却未及时申报等情况，采取停止供应发票、实地核查等应

对措施。对列入企业异常名录的纳税人采取停供发票措施。 

（二）运用风险管理方法开展纳税评估 

    15.积极开展纳税评估。税务机关要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贯穿于税收管理全过程，实现

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步完善评估模型，细化指标体系，针对纳税人申报信息开展信息分析

比对、风险排序、风险应对。既要进一步加强重点税源的纳税评估，更要将“一址多照”、“一

照多址”的纳税人列入重点关注对象，防范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风险。 

    各省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推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后税收管理制度的创新完善。执行中的有关情况和所遇问题及解决意见或建议请及时报告税务

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7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