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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

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制度带来了冲击与挑战。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

程持续深入，建立健全与数字经济相适配的税收制度是重要前提和保

障。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税收规则的制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出，要加快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积极参与数

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制定，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首先，本报告以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带来的新变化为切入点，系

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现行税收制度的挑战，包括纳税主体难以有效监

管、课税对象难以准确评估、纳税地点难以合理确定等问题。此外，

报告还分析了数字经济税收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及公平带来的

负面影响，包括市场机制的扭曲、财政收入的流失、税收分配的不公

平以及税收负担的不均衡等。 

其次，本报告全面总结了相关国际组织及国家应对数字经济税收

挑战的政策举措，包括：OECD 推动国际税收体系重塑的双支柱方案，

联合国计划在税收协定范本中新增的第 12B 条款，欧盟推进区域税

收规则调整的方案，美国推进国内税收制度改革的举措，以及法、意、

英、印、澳等多个国家推出的单边数字税政策。报告还总结了我国在

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方面的举措及不足。 

最后，本报告立足我国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的现状与问题，并

基于对国际数字经济税收规则调整趋势的把握，从税收制度设计、税



收征管能力和国际税收合作三个维度提出了构建完善与数字经济相

匹配的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研究报告仍有诸多不足，望请各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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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对现行税收制度的挑战与影响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壮大，已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的经济形态。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9 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超

过 31.8 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1.5%；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达到 5.2 万亿美元，数字经济体量稳居全球第二，占 GDP 的

比重超过 30%。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的同时，也对包括税收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 

（一）数字经济对现行税收制度造成的挑战 

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新变化。例如，数据在生产、

管理、流通等全产业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继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又一项关键生产要素；用户直连制造（C2M）

等模式的发展使得用户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用户成

为价值创造的新主体；依托对数字技术及无形资产的充分利用，企业

无需借助物理场所即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企业跨地

区、跨国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多地之间进行业务整合

的灵活性得到显著提升；数字经济新兴业态的持续涌现以及对传统产

业的深度赋能，推动各个维度的跨界融合持续加深，极大地拓展了经

济边界、显著地改变了业务形态。 

数字经济带来的这些新变化对基于传统经济建立的现行税收制

度产生了多个层面的冲击和挑战。一般而言，税收制度的基本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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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

减免税等。由于现行税制基本要素的确定规则均是针对传统经济而构

建的，而数字经济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导致现行税收制度中多个基

本要素的适用性受到挑战，税收制度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威胁。具体

来说，数字经济对税收制度的冲击与挑战主要体现在纳税人、课税对

象和纳税地点三个方面：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1  数字经济对现行税制的主要挑战 

一是数字经济促使经营主体分散化，纳税主体难以有效监管。在

数字经济领域，依托互联网平台即可高效便捷地完成信息交互、商品

销售、服务提供、资金交付等交易活动，商业经营的门槛因此得以大

幅降低，吸引大量个人经营者积极从事数字经济经营活动，推动 C2C

等商业模式快速兴起壮大，导致数字经济经营主体相较于传统经济明

显地分散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相关规定仅要求从事网络交

易的自然人向第三方交易平台提交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并未要求

个人经营者进行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加之数字经济交易活动较强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918


