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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的历史沿革
国地税合并的背景

•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
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
国务院痛下决心，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 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环境下，1994年7月1日，全国各个省市的国税地税陆续分开（上海市、
西藏除外）。

• 20多年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较好发挥，中央和地方组织税收收入的积极性有效调动，有力保障了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成功运行，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是，现行征管体制已逐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国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

组织不够完善

办税不够便利

环境不够优化 管理不够科学

执法不够统一

职责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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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的历史沿革
国地税合并的进程

7.20
全国县乡国
税地税机构
正式合并，
所有县级和
乡镇新税务
机构统一挂
牌

7.5
全国各市级
国税局、地
税局合并，
535个市级
新税务局集
中统一挂牌
并对外履行
职责

8-10月
各省市税务机
关“三定”方
案相继出台，
人员整合正式
进行

1.1
社保及其
他非税收
入陆续归
税务机关
代征

5.1
机构改革、服
务先行：实现
“一厅通
办”“一网办
理”和
12366纳税
热线“一键咨
询”

6.15
全国省级
新税务机
关统一挂
牌

10月
税务部门
研究制定
进一步推
进“放管
服”改革
措施

1月

加强国税、地税互相委
托代征税收；

京沪两大中心支撑
12366纳税服务全面升
级；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召开；

扎实推进大企业税收服
务与管理改革

12月

税务总局出
台《关于进
一步深化国
税地税联合
办税的指导
意见》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10.13
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七次
会议通过《深化
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改革方案》

2月
升级12366
纳税服务热
线；国地税
联合开展纳
税信用等级
评价；完善
纳税信用等
级管理

3月

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
加强事中事
后管理

4月

全面推进
国税、地
税办税服
务厅共建

5.30
出台《税
务稽查案
源管理办
法（试
行）》

7.1
《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
作工作规范
（3.0版）》

2
0
1
8

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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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的历史沿革
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要点

一个目标

到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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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降低征纳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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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基本原则

• 依法治税
• 便民办税
• 科学效能
• 协同共治
• 有序推进


六大方面任务

• 理顺征管职责划分
• 创新纳税服务机制
• 转变征收管理方式
• 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 优化税务组织体系
• 构建税收共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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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后的税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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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的影响

国地税合并的背景

• 国地税合并后，对纳税人的办事流程、工作程序等存在以下影响：

合并前部分事项需要分别到国、
地税两个部门

合并前存在重复检查情况

合并后一个部门统一对外，有利于统一口

径，一定程度减少办税流程

合并后可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检查、多头
执法

合并后梳理原国税地税相同业务的事项清单，
整合报送资料，统一资料归档，实现纳税人同
一资料只报送一套、同一涉税事项只需申请一
次

合并前存在重复报送材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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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的影响（续）
国地税合并的背景

• 国地税合并后，国地税信息共享后带来的变化：

对税务机关的影响 对企业的影响

 能够协助提升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质量，

普法力度更强，服务质量更好；

 能够协助强化税务机关风险管理手段，

弥补风险管理方面的漏洞；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国地税合并后税务

数据与其他外部门的数据进行共享将更

加便捷。

 国地税数据共享、重点税源企业的数据

直采，从横向和纵向上使税务机关能够

获取更加全面的风险评估数据；

 原来在国、地税体制下不同执法口径的

税务风险会逐渐显现出来；

 随着金三系统的完善，受到的监管将更

加严格；

 国地税稽查检查人员编制增加，对企业

的稽查面拓宽，企业违法成本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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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后的税务影响
国地税机构整合的变化

机构整合

国地税纳税服务大厅整合

国税、地税整合原有办税服务大厅，实现纳税人办理涉税业务一
站式服务，办事效率提高。

税务系统内部结构优化

国税、地税各税务所、各业务部门按照其所属街道及功能进行合并；
各省级税务局设立若干直属分局，其中：

• “第一税务分局”一般为“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局”，负责
列名大企 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

• “第二税务分局 ”一般为“出口退税服务和管理局 ”；

• “第三税务分局”、“第四税务分局”为“反避税调查局”、
“12366纳税服务局”、 “税费征收管理局”或 “海洋石油税
务局”等。

完善税务稽查机构设置

国税、地税各稽查局整合为省局直属稽查局，实施跨管辖区域税
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违法案件的查处及查办案件的执
行。

设置非税处

设立非税处，负责社会保险费、水资源费等费用的征收，降低管
理成本的基础上强化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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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组织结构的变化情况

省级国地税合并后税务机关机构设置情况（截至2019年1月）

•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成立第一税务分局，承接原辽宁省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成立第二税务分局，又称
直属税务分局，承接原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征收局办公区的职责和相关工作。

对内部门

税收科学

研究所

办公室 督查

内审处

人事处 机关

党委

系统党建

处

税收经济

分析处
收入规划

核算处

信息中

心

考核

考评处

巡查工作

办公室

教育处纪检组 机关服

务中心

离退休

处

财务

处

副局长

党委书记 局长

纳税服务

中心

政策法

规处

对外部门

征管科

技处

企业所得

税处

第二税务

分局
货劳处个人所

得税处

第一税务

分局

大企业局

财产行

为税处

社保处 国际处 纳税服

务处

税收大数

据和风险

管理局

环境和资

源税处

非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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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国地税合并后税务机关机构设置情况（截至2019年1月）

税务机关组织结构的变化情况

财产行

为税处

党委书记/局长

副局长

对外部门

货劳

处

纳税服

务处

税收经济

分析处
资源税

处

征管和科

技发展处

企业所

得税处
政策法

规处

收入规

划核算

处

税收大数

据和风险

管理局

个人所

得税处

稽查

局

社保非税

处

纳服宣

传中心

国际处 第一

税务

分局

第二税务

分局

（车购税）

对内部门

老干部处人事处 督查内审处信息中心财务处 机关服务

中心

教育处 机关党委 系统党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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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国地税合并后税务机关机构设置情况（截至2019年1月）

税务机关组织结构的变化情况

对内部门

人事教育科 机关党委人事教育科财务科 考核考评科 纪检组 信息中心办公室

各税务

所等

副局长

对外部门

税源管理

一科

法制科 税源管理

三科

所得税科 税收风险

管理局

征收管理

科

社会保险

和非税收

入科

货劳科 税源管理

二科

纳税服务

科
纳税服务中心

（税收宣传中心）

党委书记/局长



© 2019。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16

国地税合并后的税务影响
国地税机构整合的影响

1

2

3

合并前部分事项需要分别到
国、地税两个部门

合并前存在重复检查情况

合并前国地税执法口径不
统一

合并后梳理原国税地税相同业务的事项清
单，整合报送资料，统一资料归档，实现
纳税人同一资料只报送一套、同一涉税事
项只需申请一次。

合并后可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执
法。

合并后一个部门统一对外，有利于统一口径，
便于纳税人操作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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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后的税务影响
税务信息资源整合

国地税合并使资源优化配置，“互联网+税务”、金税三期系统上线等加快了税务的信息化建设 ，大数据储
存和分析使纳税人更加“透明”“。对纳税人涉税行为管理，将会体现全面税种的监管，弥补国地税分设交
叉管理中的漏洞和盲区。日常监管风险评估及纳税人财务数字分析抓取比对，能够更加的精准和便捷，所有
数字分析将体现出更加的全面性和更强的针对性。

全国税收数据大集中、企业涉税信息全监控

• 金三联网：全国信息联网、纳税信息共享；

• CRS：共同申报准则的推行加强征管；

• 金税四期开发：个人所得税联网带来一人多收入合并征税。

原国地税信息系统深度融合、外部信息共享渠道建立

• 国地税合并：全税种关联税务检查和评估；

• 税务机关与海关、外管、银行等外部机构的信息共享：税务

机关已经与外部机构建立了信息共享的机制。

国、地税合并后规模化管理、统筹税收分析与征管

• 重点税源户：各区县设置重点税源管理所，对重点税源企

业数据采集、分析，对行业共性的问题进行调研；

• 千户集团：千户集团的税务管理企业数量和规模扩大、税

务管理信息系统健全化、指标设置科学化。

信息化

管理统一化

规模化



© 2019。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18

国地税合并后的税务影响
税务信息系统升级

国地税合并后，金税三期可以打通国地税数据通道，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对企业的财税数据进行核查：

企业的收入

• 金税三期可通过成本和费用来比对利
润是否为负数；

• 可以比对开具出去的发票，收到的货
款数额以及卖出的商品；

• 进一步通过大数据，查询与企业交易
的下游企业的相关账本数据，比对出
异常。

企业的库存

• 如果企业只有销售数据、而没有购买数
据或购买量少，金税三期大数据会判断
出企业的库存一直处于递减状态，并进
一步形成电子底账来比对企业的库存，
然后判断出异常；

• 反之，金税三期大数据会判断出企业的
库存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并进一步形成
电子底账来比对企业的库存，然后判断
出异常。

企业的利润

• 金税三期可以比对利润表中的
利润总额与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中的利润总额；

• 金税三期大数据可以比对企业
所有的收入信息和成本信息。

企业的成本费用

• 金税三期可以比对企业的每一
笔支出数额，相应的商品或服
务以及对应的发票，三者应该
是一一对应的，若少了任何一
项，都会被判定为异常。

企业的银行账户

• 如果企业销售了一批货物 ，货款也
已进入到银行账户，收到的货款却迟
迟没记入账中，金税三期将判断出异
常；

• 如果企业取得了一些虚开的发票，而
账户里面的资金却没有减少或减少额
不匹配，金税三期将判断出异常。

企业的应纳税额

• 是否存在企业增值税额与企业毛利不匹配、期末存货与留
抵税金不匹配、缴纳了地税附加税费，但与国税增值税比
对不一致、企业实收资本增资了，而印花税却为0；

• 是否存在企业增值税额偏低；企业所得税贡献率长期偏低；
企业应纳税额变动太大等。

金税
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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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后的税务影响
纳税人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短期 中期 长期

面临的挑战：

 人员配置重新整合，主管人员
暂未确定导致办事延迟；

 事项受理机构变更，部分事项
管辖权由主管所转移至办税大
厅；

 合并后主管办税人员存在业务
不熟悉，增加沟通成本。

如何应对：

 企业应按重要性原则合理规划
办税流程；

 及时了解税务机关的最新公告，
掌握最新的办税流程；

 梳理税务事项历史背景以提高
沟通效率，妥善保管办税资料
以留存备查。

面临的挑战：

 税务机关对企业风险管理水平日
益提高，风险预警机制逐步完善；

 社保等非税收入的代征，使税务
机关掌握的征管数据更加全面，
对企业财税申报的口径要求更高；

 通过数据直采，对重点税源企业
加强数据分析和监管力度。

如何应对：

 加强税务风险内控管理，重新审
视业务模式中的税务风险；

 完善业务端与财务端的衔接，从
源头控制税务风险；

 加强数据管理，打通业务数据、
财务数据、税务数据的链条，实
时监控。

面临的挑战：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国地税数据
共享，信息系统深度融合；

 金三系统的完善，企业财务信息
透明化；

 纳税信用评级联合评定，内外部
信息共享渠道建立。

如何应对：

 通过数据治理和信息化手段提高
数据透明度与数据质量；

 借助信息化的风险扫描工具，实
现对于涉税数据的主动管理和风
险识别；

 强化自身税务团队或借助专业机
构，实现全面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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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特别顾问

演讲人简介

王海先生是德勤中国税务与商务咨询的资深顾问，目前常驻德勤中国北

京办公室。

王海先生加入德勤前，有30多年的税务机关的工作经验，作为主要负责

领导多年主持相关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及国际税税收工作，有着丰富的国

际税收和企业管理经验。

在担任省级国家税务局国际处主管领导期间，王海先生主要负责指导、

协调和检查有关税收法规的执行情况以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和协议，

在预约定价安排相关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操及谈判经验。在此期间，

王海先生分别于2011年12月及2012年6月参加了国际协力协会（JICA）

和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的有关非居民管理、受控外国企

业管理等课题的国际培训。此外，王海先生还指导参与撰写《中国国际

税收政策指南》（2012年，中英文对照版）、《中国“走出去”企业

税收指南》（2017年）等四部国际税收专业书籍。

王海先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拥有财政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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