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出台，2017年实现网上办税

国国税税地地税税将将合合作作而而不不合合并并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４日电

２４日，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正式公布，其中明确，合理划分
国税、地税征管职责，并将在纳
税服务等环节实施国税、地税深
度合作。

我国现行的征税体制确立于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
种把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

以及共享税，并同时设立国税、地
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征管。

分税制为建立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经过２０多年的时间，职
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等问
题也逐渐凸显。

方案中提出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理顺征管职责划分”，明确
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

由地税部门征收，共享税的征管
职责根据税种属性和方便征管
的原则确定。

这份方案还从创新纳税服
务机制、转变征收管理方式、深
度参与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６大
类３０多项具体举措，很多与纳税
人紧密相关。

例如，提出顺应直接税比重
逐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

管理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
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
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
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

在建立促进诚信纳税机制方
面，对进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
当事人，将实施禁止高消费、限制
融资授信、禁止参加政府采购、限
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和政府性资
金支持、阻止出境等惩戒。

方案提出了２０２０年改革目
标，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
征管体制，降低征税成本，提高
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
税人满意度，确保税收职能作用
有效发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
社会公平正义。其中，主要措施
２０１７年基本落实，实现网上办
税。

省社会科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提出建设社科强省总体目标

到到22002200年年，，社社科科水水平平居居全全国国前前列列
本报济南12月24日讯（记者

马云云） 24日，山东省社会
科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济南
开幕。大会总结省社科界第六次
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研究部署
今后五年全省社会科学事业的
主要目标、发展思路和工作任
务，修改《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章程》，选举产生省社科联
新一届委员会。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姜异康，省委副书记、省长郭

树清，省政协主席刘伟，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李法泉，省委常
委、组织部长高晓兵，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孙守刚，省委常委、秘
书长于晓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宋远方出席大会开幕式。

孙守刚讲话时指出，要进一步
繁荣发展社会科学，加快建设社科
强省。社科工作者要紧紧围绕中心
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要紧跟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山
东具体实践，围绕增强率先发展新

动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开创文
明和谐新局面等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度系统研究，为
推进“十三五”规划实施献计出力，
切实承担起“思想库”、“智囊团”和

“参谋部”的重要职责。此外要加快
建设新型智库，提高服务党委政
府决策水平。

孙守刚表示，要建立健全各
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同社科
界联系沟通的制度，重视和用好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保障社会科学事业健
康发展。重视加强各级社科联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健
全县（市、区）、高校、大中型企业
的基层社科联组织。

大会报告提出今后五年全省
社会科学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建设
社科强省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
全省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水平和
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成为全国
重要的社科事业发展高地。社科研
究水平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山东“1

+N”智库体系健全完善；社科普及
覆盖面不断扩大，国民人文社科素
养显著提高；社科组织体系基本实
现全覆盖；社科名家大家数量明显
增多，人才队伍结构更加合理；社
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一致、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
适应；社科事业发展纳入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和科学发展综合考
核指标体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社会各界合力推动的大社科工作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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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针对纳税人反映办税
过程中存在国地税“两头跑”、税
务部门“两家查”等问题，改革将
为纳税人带来哪些有“含金量”的
实惠？

王军：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纳税服务举措，主要表现在：

——— 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服
务一个标准、征管一个流程、执法
一把尺子。这将彻底改变长期以
来一个地方一个规矩，国税、地税
有所不同的局面，使纳税人办税

更顺畅。
——— 将推出办税便利化一系

列“组合拳”，如加快推行办税事
项同城通办，让纳税人异地办税
与异地取款一样便利。

——— 合理简并纳税人申报缴
税次数。采取国税、地税互设窗
口、共建办税服务厅、共驻政务服
务中心等方式。2016年实现“前台
一家受理、后台分别处理、限时办
结反馈”的服务模式。

据新华社

国税地税将共建办税服务厅

记者：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推
进会带来国税征管工作量加大、地
税征管工作量减少的问题，如何理
顺国税、地税征管职责划分？

王军：理顺国税、地税征管职
责，是深化合作的前提。方案对此
的部署有三个突出特点：

——— 理顺国税、地税征管职责
划分，是随着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而
动态调整的过程。营改增以来，的
确出现了国税部门征管工作量加

大而地税部门减少的现象，但随着
环境保护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
推进，地税部门征管工作量将逐步
增加。

——— 改革实施到位后，中央
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征管职责将
会更加清晰，目前一些税种“两家
管”的问题将得到解决。

——— 方案明确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项
目，改由地税部分统一征收。

地税部门将征管部分收费基金

记者：社会上曾对国税、地税
机构合并有较多议论。但从方案
看，改革是合作而不是合并，释放
出怎样的改革信号？

王军：国税和地税系统现有在
职干部总数近８０万人，占整个公务
员队伍的十分之一。国税、地税是
分还是合，社会上一直比较关注。

方案对此做出明确回答：在坚
持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的基础上，
对现行征管体制进行完善。

国税、地税两套机构合作而不
合并，我理解主要有以下考虑：

首先，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
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的基础，分税

制基础没有改变，机构分设也宜继
续坚持。

其次，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是
可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通过进一
步加强合作等改革举措来加以解
决的。

第三，从国际比较看，ＯＥＣＤ国
家以及金砖国家中，除少数国家
外，中央和地方税务机构分设是大
国的共性选择。

第四，机构分设有利于调动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总之，这一决策是建立在反复
比较、多方求证、科学推断基础之
上的。

目前的问题通过机构合作能解决

２４日，中办、国办《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正式
公布。这一改革将对我国税收征管体制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
采访了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申申缴缴次次数数将将简简并并，，通通办办将将提提速速
新闻解读

2014年6月1日起，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2014年5月29

日，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的王会计在济南天桥
国税局购买了2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资料片）

全国整治超配干部见效

消化3万多名

副处以上超配领导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４日
电 从２０１４年１月开始，中央
组织部把整治超职数配备干
部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取得了
明显效果。截至目前，全国超
配的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已
经消化３２０４１名，三年整治任
务已完成７９．８５％。

２０１４年１月，中央组织部
会同中央编办、国家公务员
局出台《关于严禁超职数配
备 干 部 的 通 知 》（ 简 称《 通
知》），进一步重申“五个严
禁”的纪律要求，即严禁超职
数配备干部，严禁超机构规
格提拔干部，严禁违规设置
职务名称，严禁用职务职级
待遇奖励干部，严禁变相设
置非领导职数。《通知》下发
后，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
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专门核
查组，认真核对干部名册、职
数核定表、工资审核清单、工
资发放清单等“四本账”，全
面掌握了全国超职数配备干
部的情况。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中央组
织部先后３次对全国整治工
作情况进行集中调度。先后
派 出１１个 批 次 的 巡 回 复 查
组 ，对 黑 龙 江 省 等１９个 省

（区、市）的整改情况进行现
场查验，对整改不力的及时
进行督促。目前，全国有２４个
省（区、市）已完成超配乡科
级 以 上 干 部 消 化 任 务 的
５０％，其中完成７０％以上的
１６个，完成９０％以上的７个。
截至目前，共查实超配问题
２５件，处理和纠正相关人员
３０８人。大家普遍反映，这次
整治工作力度大、措施实、推
进稳、效果好，几十年的顽疾
通过３年左右的集中整治得
以基本根治，各地各单位严
格按职数配备干部、按规矩
选拔干部的意识显著增强。

个人逃税将变难

2016年 办税事项基本实现省内通办

2017年
基本实现网上办税，分行业、分国别、分地区、
分年度监控跨国企业利润水平变化

2018年
将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统，并实现与个人收入和
财产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等

2020年
将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
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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