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五个落地” 调整税源管理格局
以分类分级管理为重点， 发挥各层

级的比较优势是这次改革的重头戏。我
们实施了“五个落地”：一是方案落地。印
发了《信阳市地方税务局税源分类分级
管理办法》《信阳市地方税务局分类分级
管户调整方案》 和《跨区域管户调整规
则》， 使分类分级工作开展有章可循。二
是分类落地。按照纳税人规模、行业、性
质等特点将税源划分为重点税源、 一般

税源、零星税源、特色税源四类，实行“重
点税源专业管，一般税源动态管，零星税
源社会管，特色税源综合管”。同时，将税
源管理事项划分为基础事务、风险管理、

法制事务、 监控评价四类。 三是分级落
地。 对列名大企业和市级重点税源的风
险管理由大企业税务分局和直属税务分
局承担；对县区级重点税源的风险应对，

由县区第一税务分局承担；对一般税源、

特色税源和零星税源的风险应对， 由县
区其他税务分局承担； 上述所有税源的
基础事务， 均由所在县区纳税服务税务
分局承担；市局或县（区）局对本级或者
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控评
价。四是管户落地。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
要求和前期制定的调整规则，对

39075

户
纳税人进行了管户调整， 其中跨县区纳
税人

3657

户，县（区）局内部纳税人
35418

户， 组织涉及主管税务机关发生调整的
1247

户纳税人重新签订了三方协议，并
顺利完成了跨县区纳税人的征管资料移
交工作。五是计划落地。制定了“核定基
数，核定比例，短收自负，超收分成”新的
财政体制， 将税收计划分解到各一般税
源管理税务分局，对大企业税务分局、直
属税务分局、 风险管理税务分局只下达
指导性计划。

做到“四个建立” 防范税收执法风险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合理配置征管资

源是这次改革的核心。 我们做到“四个建
立”：一是建立制度体系。修订了与新征管
模式相适应的纳税服务、税源管理、风险分
析、纳税评估、税务稽查之间的业务衔接制
度，出台了《税收风险管理办法》《风险任务
分类分级应对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制度。

二是建立组织体系。 成立了风险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风险管理各环节各部

门职责；组建市局风险管理科和县（区）局
风险管理税务分局， 负责辖区纳税人的风
险管理工作。明确了风险识别应对业务，由
市局风险管理科通过风险管理系统进行推
送； 在各税源管理税务分局均设立相应的
风险应对部门， 把优秀人才优先配置到高
风险应对领域， 增强了税收管理的针对性
和精准度。三是建立流程体系。依托省局风
险管理系统，开展分析扫描、定义和统筹派

发；将涉税风险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对
低等风险推送至县（区）局纳税服务税务分
局采取风险提醒提示、纳税辅导、简易处罚
等方式应对； 对中等风险推送至税源管理
税务分局采取约谈、纳税评估（税务审计）

等方式应对； 对高等风险推送至稽查局采
取税务稽查的方法进行打击和震慑； 应对
任务完成后， 风险应对部门将结果反馈到
风险管理系统，实现闭环；从而建立起市、

县两级风险分析、 分类应对的税收风险管
理流程。 四是建立风险模型。 探索建立了
“连续三个月零申报”“股权转让个人所得
税”“印花税与上年同期对比增减” 等风险
模型。

2016

年
2

月至今，省、市两级共扫描出
税收风险点

12007

条， 分单位归并后涉及
6297

户纳税人，其中高等风险
245

户，中等
风险

4794

户，低等风险
1258

户，目前已分类
应对

1525

户，入库税款
412.56

万元。

规范数据采集联动共享涉税信息
加强数据采集和应用， 提升科学管

理水平，是这次改革的抓手。我们主要抓
了“四个环节”：一是制定办法。印发了
《数据管理办法》， 统一了数据标准和分
析流程。 二是建立机制。 通过一对一宣

讲，与政府、工商、国税、银行等单位建立
了信息联动机制， 参与单位从最初的个
位数增加至

86

家，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在
市政府层面出台了《信阳市税收保障办
法》 和《信阳市涉税信息交换与共享制

度》。三是采集信息。加强了税务登记和
纳税申报信息管理， 实现了纳税人信息
的“一户式”归集；开展了与市商务局、市
科技局等单位的涉税信息交换工作，实
现了涉税信息交换“零突破”。四是智能

分析。运用智能分析工具，使海量的数据
资源转化为有价值的管理信息； 实施了
数据质量管理， 把数据采集分析应用能
力列为评价市、 县两级税收管理能力的
重要指标。

落实“四个狠抓” 提升信息管税能力
以科技信息化为支撑， 加快推进税收

管理现代化，是这次改革的保障。我们落实
“四个狠抓”：一是狠抓设备改造。投入资金
近
300

万元，完成了
79

个基层征管单位计算
机类设备的规范化改造， 使系统基础网络
安全运行的物理环境得到了改善。 二是狠

抓网络升级。 将主干广域网络全部升级为
“联通、移动”双线路，建立广域网节点数

117

个，部署路由器
40

台，交换机
186

台，市
-

县和
城区办税服务厅带宽由

10M

升级至
100M

，

打造了可靠的信息高速公路。三是狠抓安全
防范。在全省率先完成省

-

市
-

县
-

乡四级安

全体系建设，为新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
了保障。四是狠抓科技应用。依托地税广域
网搭建了全市移动办公和无线移动办税
体系；建立了覆盖所有县区节点的高清视
频会议系统和“管控一体化”的市

-

县两
级中心机房智能监控系统；运用数据智能

分析工具，对餐饮、住宿两个行业个体工
商户实施了计算机定税；推行了房屋租赁
业税收综合治税管理系统，新增税款

3155

万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这种
站位全局、改革创新的方式，有效推进了
税收征管体制综合改革的顺利进行。

开展“四个推行” 构建新型征纳关系
以纳税人自主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

础，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征纳
关系是这次改革的突破口。我们开展了“四
个推行”：一是推行职能转变。落实“三个进
一步”

,

即进一步还责还权，进一步调整管
理重点，进一步简政放权，将纳税服务贯穿
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寓管理与服务之中，

使税务机关由管理者变为服务者。 二是推
行规范建设。在硬件上，重新布局了

38

个办
税网点，配置移动征收车

10

辆，办税服务厅
统一设立“综合服务”和“同城通办”窗口，

建立了咨询台，明确专人负责；在软件上，

出台了《纳税人以及第三方纳税服务质量
定期评价反馈制度》《校园税收辅导员制
度》等八项服务制度，对

110

项涉税事项推
行二维码一次性告知， 保障了便民措施落
地生根。 三是推行多元服务。 落实同城通
办：配置同城通办岗，要求窗口人员对

7

大
类
26

项涉税事项做到“三熟”：熟知、熟记、

熟练掌握，纳税人不受属地管理的限制，在
全市

14

个办税服务厅均可办理涉税业务；

落实“一厅式”办结：全面梳理纳税人的依

申请涉税业务，确定基础事务，通过“前
台”零阻滞运转和“后台”零差异联动，建
立起“集中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
口出件”的“一厅式”纳税服务运行机制；

落实互联网
+

税务：一方面推广了网上办
税、自助办税等非接触式服务，目前，我市
开通网上办税业务的纳税人

8208

户，占比
93%,

配置自助办税设备
15

台，实现了办
税场所全覆盖。以上业务可减少办税服务
厅业务流量逾

20%

。另一方面建立了以实
名制办税为基础的短信平台，对低等风险

纳税人自动发送风险提示、 提醒信息。改
革以来， 共发送各类提醒信息近

3000

条，

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四是推
行深度融合。分步推进河区局、上天梯
矿区税务分局、商城县局国、地税共建办
税服务厅， 其他办税服务厅全部实现国、

地税互派人员、互设窗口；实行国、地税联
合进户稽查， 共开展联合稽查

8

次； 开展
国、 地税互相委托代征， 共代征税款
146.54

万元；推进国、地税涉税信息共享，

累计交换涉税信息
552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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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有序推进

2015

年
7

月， 国家税务总局将河南省地方税务局确定为
《全国税收征管规范（

2.0

版）》试点单位，同年
12

月，中央确定
河南作为深化国、地税征管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信阳市
地税局被确定为全省地税系统唯一一家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光荣地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先行者”。

为构建以自主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分类分级为重
点，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数据管理为抓手，以科技信息化为
支撑的税法遵从型现代税收管理模式，给河南地税系统税收
征管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市地税局在省局
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从以下五个方面有序进行了
先行先试。

▲ ▲

本版文图均由信阳市地方税务局提供

上线加班

省地税局税收管理改革暨市县机构改革调研座谈会在信阳召开

上线首日，省地税局领导亲临现场见证第一张税票的开出

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智勐在信阳调研时作指导性讲话

市地税局举行大企业税务分局等三个直属单位成立揭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