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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走向税收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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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手段和商业运作摸式，给企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税收新问题。电子商务应否征税，

应采取何种税收政策，涉税法律应如何制定等诸多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税收是经济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纳税，从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到零零散的摆摊设点者，从身居要职的达官显贵到普普通通的黎民百

姓，难有不与其打交道的。只不过因纳税的多少或纳税的形式不同，而意识到或意识不到，意识强烈或不强烈罢了。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活动，从其诞生就必然与纳税天然相连，但从开始到现在它一直享受着免纳税的优惠。1998年美国参众

两院分别通过《互联网免税法案》，宣布暂时停止征收3年的互联网商业新税，2001年通过立法再延长2年。1999年10月英国政府也发表了

《电子商务---英国税收政策指南》等。我国同样没有对电子商务征税。 

    没有向电子商务征税，除了因是一种新兴的朝阳产业而助其更快成长这个根本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征税体系难以对其

有效征税。 

    一是纳税主体身份确定困难。长期以来，税务行政机关对其地域管辖范围内纳税人身份判定及交易活动的认定并不费事。而在互联网

这一虚拟的市场，网上的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看似有形却无形。传统税务行政管理所面临的商店、销售人员、商品，以及合同、单证、资

金等商品交易的有形手续，现在都以虚拟的无形方式在网上呈现，这就为认定纳税人的身份带来了麻烦。  

    二是现行的税款征收方式与网上交易脱节。由于网上交易的电子化，电子货币、电子发票、网上银行等开始取代传统的货币银行和信

用卡业务，使现行的税款征收方式与网上交易和支付明显脱节。 

    三是稽查难度加大。传统的税收征管都离不开对帐簿资料的审查，而网上贸易是通过大量无纸化操作达成交易，帐簿、发票均可在计

算机中以电子形式填制，而电子凭证易修改，且不留痕迹，税收审计稽查失去了最直接的纸质凭据，无法追踪。企业如不主动申报，税务

机关一般不易察觉其贸易运作情况，从而助长了偷逃骗税活动。  

    四是相关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诸如关税和海关代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问题、营业税问题 、跨国经营所得问题、信息流产品

交易收入的性质问题、网络平台交易费的性质问题、税收管辖权的划分问题、发票的开具方法问题，目前无论是国际或是国内都没有一个

公认的有效解决办法。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它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不征税，税收的流失也必然越来越大；我国整体上是发展中

国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电子交易输入大国，如果不征税，那么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征税是必

然的。 

    由此可见，如何做好电子商务的税收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课题。 

    郑莹认为， 一是要规范、完善、科学而有效的税收政策。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电子商务促进发展的同时，在有关税收法

律制定上必须把握整体协调性和前瞻性，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确定电子商务税收的基本政策理念。 

    二是要坚持税收中立性政策。税收应具有中立性，对任何一种商务形式都不存在优劣之分。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当平等地对

待，而不应当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从交易的本质来看，传统交易和电子商务是一致的。因此，应该保

持传统贸易和电子商务税负的一致，尽量不征新税，维持现有税收政策的稳定性。  

   三是要坚持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我国科技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限制，电子商务在我国尚处于萌芽期，应当采取鼓励而不是限制的

政策来扶持这一新兴事物。因此，对此类企业我国应该采取比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适当的税收优惠，以促使更多的企业上网交易，开辟新

的税源。 

    四是要坚持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政策。电子商务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国际社会应为此进行更广泛

的税收协调，以消除因各自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而形成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此外，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还能有效地减少避

税的可能性。我国应积极参与电子商务税收理论与政策原则的国际协调，在进行国际税收协调的过程中，坚持国家税收主权并尊重他国税

收主权，坚持世界各国共同享有对互联网贸易平等课税的权利，尊重国际税收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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