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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进税务文化建设以来，虽然每个基层税务部门

都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是与预期的效果相比，仍存在着

较大的差距。导致出现差距的原因有对建设税务文化认

识上的不足，也有具体实施措施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这些

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基层税务文化

建设的建议。

一、基层税务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 基层税务文化建设缺乏共同的基础理论。全国基

层税务部门推进税务文化建设虽然有些年份了，但是到

目前为止，基层税务文化建设仍没有共同的基础理论。虽

然大部分基层税务部门在建设税务文化的过程中也提出

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说服力不强，不能够得到广

泛认同，导致有人对基层税务文化建设的不理解，认为是

奢侈浪费、搞形式，乱花纳税人的钱，还不如给纳税人多

点税收优惠、给干部职工多发点福利来得实在。

原因在于：从社会氛围外部来说，社会各界对文化的

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关注，因此对建设税务文化的作

用亦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关注；从全国税务系统内部来说，

相当一部分税务干部特别是基层税务干部对建设税务文

化的作用认识不足，特别是在理解和把握税务文化的基

础理论上不够深、不够准，没有真正做到以此来指导实际

工作；从宣传载体上来说，目前为止，全国仍没有出现具

有震撼力和让大家认同的反映税务工作者工作、学习和

生活的文学作品，亦没有让大家普遍认同的税务文化基

础理论的相关作品。

2. 相当部分税务干部的观念仍比较陈旧。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我国依法治税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广大

纳税人的法治意识越来越强。而我们相当部分的税务干

部的思想还没有从以前税务老大哥的观念中转变过来，

往往能够听到他们说：现在的纳税人太刁了，越来越过分

了。殊不知，我们的干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不是纳

税人太刁，也不是纳税人越来越过分，只是我们的税务干

部没有意识到纳税人的法律意识要比我们进步得快，这

才导致了我们的不适应。

3. 税务文化建设中职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由

于目前大部分基层税务部门职工的年龄结构比例不合

理，老职工都比较多，年轻职工都比较少，因此，在组织相

应的活动时，大部分是年轻职工们在“自娱自乐”。而老职

工们认为自己快要退休了，参与这些活动的意义不大，大

部分老职工都不愿意参与。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轻职工的工作压力逐渐加大，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也就

慢慢降低了。这也就导致了税务文化建设基本上是在年

轻职工中推进的，大部分老职工基本上都是充当着旁观

者的角色。

4. 税务文化建设中职工的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基

层税务部门的老职工们大都抱着快退休的心态，对于税

收上的新政策、新规定大都是消极被动地学习。由于这一

原因，导致了其在为纳税人服务的过程中，仍然适用老的

办法，当纳税人碰到钉子来说明原因时，才会去学习或是

直接给纳税人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规定的。

5. 税务文化建设中开展的活动形式比较简单。在推

进税务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大部门基层税务部门虽然提

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但是在实践中，还是避免不了对税

务文化内涵理解的简单化和片面化，把税务文化建设看

成是在税务系统内部职工范围内开展的讲座、培训、打

球、唱歌、跳舞等活动，从而把建设税务文化简单化和文

体化。有些基层税务部门为了丰富广大职工的业余活动，

缓解职工的工作压力，本着建设和谐团队的宗旨，购置了

一些体育设施，单位中也组织开展了相应的活动，一开始

参与的人数都还比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环境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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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变化，活动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少，以至于现在这些设

施都成了摆设，其现在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用于相关领

导、相关部门参观税务文化建设所取得成果的一个证明

罢了。这也是导致老职工们只是税务文化建设过程中旁

观者的原因之一。

二、进一步推进基层税务文化建设的建议

1. 拓展税收宣传载体，更新税收宣传理念。全国税务

系统每年开展的税收宣传月活动已经使社会各界对税收

法律知识有了充分的认识；制作和发放的税收优惠政策

宣传册，大大地提高了税收知识的普及程度。这些都增强

了人们对税收的认识和理解，但是税收的宣传形式还存

在不足，宣传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还有待提高。那么如何创

新税收宣传形式，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税收宣传的连续性

和有效性呢？古今中外，无人能够否认文艺作品在教育

人、鼓舞人、引导人方面上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

历史原因，在古代文艺作品中提到的税收都是横征暴敛

的代名词，导致人们恐税憎税的心理根深蒂固；另一方面

由于现实的原因，我们不重视税收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

导致至今没有几部能够引起社会共鸣的税收文学艺术作

品，这与税收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所以，我们要动员全

社会力量，创作出一些能够引起全社会共鸣的税收作品，

从而大大提高税收宣传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税收是衡量公共品的价格体

现；从本质内涵上看，税收应该是纳税人自愿交纳的。如

果每个人都不愿意缴纳税收，政府将没有财力提供社会

大众所必需的公共品。所以纳税人向政府缴纳税收，使政

府有财力提供他们所必需的公共品，这就和纳税人个人

购买商品一样具有等价交换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

传“税收价格论”，让纳税人接受和认同这个税收理念，对

于消除人们恐税憎税心理和改变当前我国被动的税收工

作状态都将产生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2. 加强教育，健全机制。我们要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

育，使每一个人都树立这样一个理念：“为纳税人服务”。

我们必须实现税务行政执法观念和方式的根本转变，摒

弃“监督打击”型的管理方式，要从“监督打击”转变到“纳

税服务”，彻底抛弃“税老大”的思想，必须切实转变工作

态度和工作方式，在普遍服务基础上，为纳税人提供个性

化服务，从而让纳税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作为纳税人所

享有的权益。

建立完善沟通机制和考核机制，切实改进服务方式，

引导和激励干部职工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一是

通过开展问卷调查、纳税评估、税收稽查、税源调查等工

作，深入了解纳税人需求，有针对性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

服务；二是查找自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以整改，

从而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同时，应建立并完善长效考

评制度。

3.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工作环境和工作氛

围既是一个组织部门精神风貌的体现，又影响着每一个

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在调动

干部职工积极地参加税务文化建设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

用；一个单位的价值取向和环境氛围往往与其向心力凝

聚力战斗力的形成息息相关。

4. 创新学习方式和内容。学习是获取并掌握各种知

识的主要途径。我们的学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全日制

教育、自学、办培训班等，还应该广泛采用其他的学习方

式，如举行专题讲座等，内容不能仅限于与税收工作有关

的税收、财务、计算机等，还可以是文学、艺术、哲学、历史

等内容；随时进行讲评，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学习方式还

可以结合当前网络采用网上学习等等。

5. 创新活动形式。近些年来，税务文化建设引起了基

层税务部门领导的重视，各部门相继开展了各种文化体

育活动，如各类体育赛事、歌咏会、演讲会、主题教育、集

体野游，设立了图书室、网站、健身房，丰富了职工的文体

生活，也推进了税务文化建设。另外，将不同爱好的同事

组成不同的组织，如诗社、文学社等，围绕主题切磋创作，

也是一种好方法，值得探讨改进、总结提高。

三、结束语

安排专门人员和设置专门机构来落实税务文化建设

工作对于一个基层税务部门来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

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忽视此项工作。就目前来看，税务文

化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有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展工

作的大事记随时记载，以及税务文化展览室和荣誉室的

安排布置和不断地调整充实、税收宣传和税收科研、各项

文体活动的开展等等，这些工作都应安排落实到相应部

门和人员。

当前，全国各个基层税务部门税务文化建设工作开

展之所以千差万别，主要就在于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是否

把税务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考虑，是否时刻重

视。当然，不能够把税务文化仅仅理解为领导文化，但是

领导绝不能忽视其主导作用；对于推进基层税务文化建

设这项工作来说，不但要有总体工作规划设计，而且要落

实好人员的职责。税务文化建设各项工作能否做好，财力

物力能否得到保障，总结评比改进能否按期进行，这些都

需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要把推进税务文化建设的工作放

在重要的位置来考虑，要时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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